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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福音》

内容概要

本书是德国著名的考古悬疑大师范登伯格的经典作品，为寻找丈夫死亡的真相，丈夫留下了一张显示
着古埃及碑文的羊皮纸，她似乎得出了一点头绪，他来到巴黎寻找丈夫留下的羊皮纸的原件⋯⋯事情
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范登伯格为你揭开这出神秘戏剧的大幕！

　　丈夫死于一场神秘的车祸，年轻的安娜几乎绝望。丈夫留下了一张显示着古埃及碑文的羊皮纸，
安娜立即明白，这个文献蕴含了很深的秘密，它的原件无疑价值连城。为了找到这块丢失的羊皮纸。
她去了巴黎⋯⋯在巴黎。一名美国教授上了新闻头条：他似乎是毫无目的地将酸溶液泼在了达·芬奇
的名画圣母像上⋯⋯

Page 2



《第五福音》

作者简介

作者：(德)菲利普·范登伯格 译者：卫茂平菲利普·范登伯格(Philipp Vandenberg)是德国当代最著名
的通俗小说家之一。他的20多本古代文化小说和介绍古代文化的书籍迄今已经售出1600多万册，译成
了31种外文。　　“我的每一本书都要经过极其缜密、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的调查研究。我一定要被
某个题材所震撼，才会开始动笔。我想我恐怕是唯一一个被允许在阿蒙法老墓穴里过夜的作家，我的
目的是为了能够准确地写出墓穴里面的那种独特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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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福音》

书籍目录

前  言第一章  奥尔甫斯和欧律狄克——致命的第二章  但丁和列奥纳多——破解的秘密第三章  圣樊尚
·保尔——精神病医院第四章  莱贝特拉——接近疯狂第五章  羊皮纸手稿——寻找痕迹第六章  魔鬼的
马蹄——证据第七章  不期而至的相遇——孤独第八章  谋杀——幕后策划者第九章  英诺森的地牢——
重新发现第十章  保拉里路33号——令人疑惑的后  记 I后  记 II尾  注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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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福音》

章节摘录

书摘从梅尼尔蒙唐大道可以去拉雪兹神甫公墓——巴黎最大和最漂亮的公墓。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
来自路德维希十四的忏悔神甫比埃尔·拉雪兹。在埃迪特·比阿夫、吉姆·莫里森和西蒙·西尼奥雷
的墓旁，可以找到莫里哀、巴尔扎克、肖邦、比才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坟墓。守墓人还为参观者准备
了几个法郎的导引图。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特别在初春和秋季，许多人来参拜他们的偶像。这时
，那些走马观花、到此一游的客人，和那些有规律地、甚至每天大多在同一时间并以同样的礼仪来这
里参拜的人，会简短地交换思想。    要发觉这点的前提是，人们自己必须连续几天，在同一时间来参
观拉雪兹神甫公墓——我就这么做了，不过开始没有任何打算，或者说没有奢望碰上一个我所遇到的
最最令人激动的故事。    第二天我就注意上了一个长相端正的老人，他站在一座墓前，墓碑上写着“
安娜1920一1971”。回想起来，事实上是他手里那束有异国情调的黄蓝相间的花引起我的好奇。根据
我以往的经验，在一束不同寻常的花后面，常常隐藏着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有必要，
同这个陌生人攀谈。    我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生活在巴黎的德国人。另外，此人举止矜持，涉及到
那束有异国情调的花(这是一种极乐鸟花，也叫鹤望兰)，态度几乎有些推拒。当我们第二天重逢时，
情况发生逆转。那个陌生人主动打听我的事。过了好久，他才相信，我那作家的好奇心让我提了这个
问题，而且没有幕后策划者指使我来找他。    面对我那无关痛痒的问题，这个人的举止让人疑惑。这
加强了我的推测，在拉雪兹神甫公墓里每天发生的小小的场景后面，隐藏着比一种令人动容的姿态更
多的事。尽管我早就作了自我介绍，我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这没有妨碍我邀请他到我的饭店里吃
饭——倘若他有时间的话。我的这句话赢得了他的一个微笑，以及他的回答。像他这样年龄的人，有
的是时间。他会来。    我得承认，当时我没有把握，这个陌生人是否会践言。我更相信，他答应，仅
仅是为了摆脱我的纠缠。我住在位于9区的大饭店。所以，当他如约出现在饭店餐厅里时，我的惊讶
可想而知。他把一份旧画报放在桌上，这立刻让我好奇万分。    他似乎有意用这个方式来折磨我，快
活地(在我的眼里这纯粹是虐待)谈论巴黎的美丽。要知道，在像我那样好奇心重的人身上，这会引发
几乎是歇斯底里的病态。每次，当我试图把谈话引入正题时，他又会想起另一处值得外来人参观的景
致。后来我才明白，这个男人在同自己斗争，是否能把他的故事透露给我。    正在我几乎要绝望时，
他突然把画报取到手里，从中间翻开，摊在桌子上，说：“这就是我。确切地说，这曾经是我。更确
切地说，我该是这样。”他对我注目审视。    我沉浸在画报的文字中。这几分钟显然让这个陌生人感
到惬意。我感到他的目光对着我，并且注视着我的每个反应，似乎在等待我惊呼出声。但没有发生类
似的事。文章报道画报的一位记者。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遇难。画报上登出了他的一幅生活照以及
他那被弄得十分可怕的尸体。我有些不知所措。    “您不会理解这个”，他最后说，“我自己过了很
久才明白。这肯定是您听见过的最疯狂的故事。”    我回答，我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打过交道。一个
作家知道的故事很少司空见惯。我指给我的客人看一个瘫痪在轮椅中的修道士。几年前他曾对我述说
了他生命中的故事，以感人的话语告诉我，他为什么怀着自杀的念头从梵蒂冈的一个窗户里跳了出来
。我在我的小说《第六十个阴谋》中描述了他的生活。但在小说出版之前，这个瘫痪者就从他的修道
院里消失了。而他的院长则坚持断言，他的修道院里从未有过一个轮椅中的修道士。这时我强调，我
们曾连续几天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也许我不该说这些，因为此人忽然变得坐立不安。他说，在他愿
意吐露真情之前，他得把一切再好好想一遍。我们约定，第二天在圣德大道旁的“花神”咖啡馆见面
。那里通常有许多作家出入。    我想说的是，第二天在“花神”咖啡馆，我独自一人喝了咖啡。我得
承认，对此我毫不感到惊讶。显然，想到他的命运可能会被用作小说的原型，此人却丧失了勇气。但
这使我强烈地感到，此人身上附着的故事，远远超出个人的命运。    人类所有伟大的秘密都有一个不
引人注目的起源。我预感到在这个陌生人的命运后藏有这样一个秘密，会具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意义。
我那时还没有料到。我也不知道，这个手拿纸花的陌生人在这一出戏剧中仅扮演一个次要角色。先说
一下，演主角的是公墓里的那个女人，我只知道她的名：安娜。    不过我有了一条线索，画报上的文
章。一条线索通向慕尼黑，一条通向巴黎，然后事件在我的调查中交织在一起。罗马、希腊和圣迭戈
是接下去的站点。慢慢地，我逐渐明白，陌生人为何感到拘束，不愿把故事告诉我。    我又去了几次
公墓，但无缘再见那个陌生人。她儿童时代的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一句咒语能让人忘记一件事，一切
就变得同往常一样。    她从未想过，如果他们中的一人出了什么事，那怎么办。她爱吉多，而爱情不
问结果，不过现在她认识到了这种态度的愚蠢性。她对这样一个电话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很抱歉，
我们不得不告诉您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您的丈夫出了一起严重车祸。请做好最坏的准备。”    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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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福音》

在梦中，安娜驾车风驰电掣般地来到医院。她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条道，又把车停在了哪里。脑子里
一片混乱，她向两三个穿白衣的人大叫着问：“哪里是急救室?”她终于来到这个被灯光照得亮如白昼
的走廊。时间在这里无穷无尽。    她突然发现自己想到，如何重新布置房子，卖掉古董店，又决定先
做一次环球旅行——以便取得距离感。这时她感到一阵惊吓。吉多从未做过环球旅行。他憎恨飞行。 
  我的天哪!安娜惊跳而起，为自己的这些想法感到羞愧。她双手叉在大衣口袋里，心神不安地在走廊
上来回走动。穿白大褂的人从她身旁匆匆而过，对她视而不见。这种不经意的忙乱具有某种挑衅的作
用。安娜差点儿就要扑到一个忙乱的护士跟前，对她大吼大叫，责问她是否明白，这事关她丈夫的生
命。    她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恰好这时，有一个瘦瘦的男人从一扇门后走出，鼻梁上架着一副弄
脏的无框眼镜。他朝安娜走来，一只手笨拙地摆弄着挂在胸前的绿口罩，然后用小臂擦了擦额头。    
“您是赛德利茨夫人?”他毫无表情地问。    安娜感到，自己的眼睛如何睁大，血怎样涌到头部。耳膜
中一阵震响。医生的脸上没有透露出任何表情。    “是我”，安娜轻轻挤出一声回答。她的嗓子又干
又涩。    医生自我介绍。但就在他说出自己名字时，他说话的音调就变了，转入一个收尸人的歌唱。
下面的话他已经不知说过多少回了：“很抱歉。对您丈夫来说，任何救助都已太迟。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也许对您是一个小小的安慰，请允许我这么说，也许这样更好。您丈夫或许永远不会再苏醒。脑
部受伤太重。”    安娜尽管看到，医生向她伸出了手，但处于无助的愤怒中的她，转身就走。死了。
她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词的终结性。    电梯里有一股厨房的味道，像在所有医院电梯里一样。她感到难
受。电梯尚未停稳，她就夺门而逃。    已经无法自己开车，她是坐出租车回的家。她无言地递给司机
一张钞票，然后消失在自己房子里。突然，一切显得如此陌生，冰冷和不近人情。她脱下鞋子，奔上
楼梯，进入自己的卧室，扑到床上，终于哭出了声。    这发生在1961年9月15日。3天后，吉多·封·
赛德利茨被葬在森林公墓。1天后开始了这些——让我们首先这样称呼——稀奇古怪的事。    P2-3

Page 6



《第五福音》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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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福音》

编辑推荐

本书是德国著名的考古悬疑大师范登伯格的经典作品，为寻找丈夫死亡的真相，丈夫留下了一张显示
着古埃及碑文的羊皮纸，她似乎得出了一点头绪，他来到巴黎寻找丈夫留下的羊皮纸的原件⋯⋯事情
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范登伯格为你揭开这出神秘戏剧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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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福音》

精彩短评

1、意犹未尽哪
2、内容是时下还算流行的，融合宗教、历史、悬疑多种元素的故事，情节比较曲折。但是故事中的
人物和线索超级多，而且似乎没有明显的主角，所以情节稍微有一点乱，至少鄙人觉得有时候看得很
迷茫。
3、【曾让我去翻圣经的一本书】之所以说爱宗教范的推理。。因为他很神秘
4、考古小说
5、挺不错的！值得一看
6、很不错的，尤其是场景描写，我读着读着都能被吓到。。不过有时候的大段描述和背景叙述太平
淡，让可读性大打折扣
7、喜欢，特别的喜欢中间的推理
8、还能自圆其说
9、有点达芬奇密码的味道

10、文化的差异还是什么的～太过阴郁又有点不知所云～～
11、曾经迷恋过的宗教+考古悬疑系列！其实现在也喜欢这类题材。这本书不能算特别精彩但是依然
很吸引人
12、高中时看的了
13、有点丹布朗的意思
14、　　一本拿起来就很难再放下的小说。故事的情结吊足读者的了胃口，很难不随着情节的发展而
心绪紧张！不愧是出自大师之手啊
15、　　哈哈！当年天下宗教小头领们汇聚一堂甄选福音书的时候，谁能想到这四部不仅仅如其所愿
成为后世信仰的基础，更成为阴谋论永恒的滋生地～
　　
　　上帝创造了人类；可创造并供养着宗教的，终究是我们这些先天残缺的人类。
　　
　　一本正经的书读多了，读点讲逻辑有血肉的阴谋论相当养脑子～就好比谈恋爱谈的辛苦了仨月没
拉上手的，回家电脑上看看大胸日本mm的动作片，很拯救士气且解放心灵滴～何况范登博格的确还
是名不虚传滴！
　　
　　从中学时候看国内科普讲死海古卷，到后来看国家地理拍犹大福音的纪录片，总感觉无论信仰马
列主义唯物主义的国家，还是标榜以教治国的国家，在利益面前（无论政客口中叫嚣的假大空国家利
益还是小到一家发行公司的分成利润甚至几十块钱电影票带来的俩小时个人娱乐）
　　，宗教还是挺孱弱的。有时候比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婊子地位强不了多少。
　　
　　所以书里那段：历任教皇一生一次打开那个神秘匣子然后昏厥崩溃性情大变——虽然只有短短几
行，但却是全篇读得最让我惬意的一段！！简直就是《荆棘鸟》里ralph打开遗嘱那段的终极版！！
　　
　　题外话1：所以我最自豪的，不是我参加了多少主日、我能背诵多少篇诗篇、我读过多少遍圣经
、我传过多少福音——谢天谢地这最后一点我完全没做过——而是，我从来没有拿信仰当借口当遮羞
布去为自己牟利或者开拓或者满足任何私人欲望。信仰本该是纯净的，可惜宗教往往被人为的肮脏了
。
　　
　　题外话2：翻译的一般般；好多名词不知所云的。以后这种书还是附上关键词的原文比较好。不
然想google都无从下手。
　　
16、曾经迷恋过的宗教题材
17、有哪位买了这本书？内容怎么样？可读性强么？有印刷错误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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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本拿起来就很难再放下的小说。故事的情结吊足读者的了胃口，很难不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心绪
紧张！不愧是出自大师之手啊
2、哈哈！当年天下宗教小头领们汇聚一堂甄选福音书的时候，谁能想到这四部不仅仅如其所愿成为
后世信仰的基础，更成为阴谋论永恒的滋生地～上帝创造了人类；可创造并供养着宗教的，终究是我
们这些先天残缺的人类。一本正经的书读多了，读点讲逻辑有血肉的阴谋论相当养脑子～就好比谈恋
爱谈的辛苦了仨月没拉上手的，回家电脑上看看大胸日本mm的动作片，很拯救士气且解放心灵滴～
何况范登博格的确还是名不虚传滴！从中学时候看国内科普讲死海古卷，到后来看国家地理拍犹大福
音的纪录片，总感觉无论信仰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的国家，还是标榜以教治国的国家，在利益面前（无
论政客口中叫嚣的假大空国家利益还是小到一家发行公司的分成利润甚至几十块钱电影票带来的俩小
时个人娱乐），宗教还是挺孱弱的。有时候比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婊子地位强不了多少。所以书里那
段：历任教皇一生一次打开那个神秘匣子然后昏厥崩溃性情大变——虽然只有短短几行，但却是全篇
读得最让我惬意的一段！！简直就是《荆棘鸟》里ralph打开遗嘱那段的终极版！！题外话1：所以我
最自豪的，不是我参加了多少主日、我能背诵多少篇诗篇、我读过多少遍圣经、我传过多少福音——
谢天谢地这最后一点我完全没做过——而是，我从来没有拿信仰当借口当遮羞布去为自己牟利或者开
拓或者满足任何私人欲望。信仰本该是纯净的，可惜宗教往往被人为的肮脏了。题外话2：翻译的一
般般；好多名词不知所云的。以后这种书还是附上关键词的原文比较好。不然想google都无从下手。
3、第五福音作者简介菲利普·范登伯格(Philipp Vandenberg)是德国当代最著名的通俗小说家之一。他
的20多本古代文化小说和介绍古代文化的书籍迄今已经售出1600多万册，译成了31种外文。 “我的每
一本书都要经过极其缜密、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的调查研究。作品名称 第五福音 文学体裁 通俗小说 
作    者菲利普·范登伯格 作者国籍 德国目录1 内容提要2 后记内容提要编辑丈夫死于一场神秘的车祸
，年轻的安娜几乎绝望。丈夫留下了一张显示着古埃及碑文的羊皮纸，安娜立即明白，这个文献蕴含
了很深的秘密，它的原件无疑价值连城。为了找到这块丢失的羊皮纸。她去了巴黎⋯⋯在巴黎。一名
美国教授上了新闻头条：他似乎是毫无目的地将酸溶液泼在了达·芬奇的名画圣母像上⋯⋯导语 本书
是德国著名的考古悬疑大师范登伯格的经典作品，为寻找丈夫死亡的真相，丈夫留下了一张显示着古
埃及碑文的羊皮纸，她似乎得出了一点头绪，他来到巴黎寻找丈夫留下的羊皮纸的原件⋯⋯事情真相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范登伯格为你揭开这出神秘戏剧的大幕！前 言第一章 奥尔甫斯和欧律狄克——
致命的第二章 但丁和列奥纳多——破解的秘密第三章 圣樊尚·保尔——精神病医院第四章 莱贝特拉
——接近疯狂第五章 羊皮纸手稿——寻找痕迹第六章 魔鬼的马蹄——证据第七章 不期而至的相遇—
—孤独第八章 谋杀——幕后策划者第九章 英诺森的地牢——重新发现第十章 保拉里路33号——令人
疑惑的后 记 I后 记 II尾 注译后记* 出版社：辽宁教育* 作 者：作者:(德)菲利普·范登伯格|译者:卫茂平*
类 别：文 学 -&gt; 外国文学 -&gt; 外国文学-各国文学* 开 本：32开* ISBN：7538276327* 页 数：277* 出
版日期：2005-12-01* 第1版 第1次印刷后记编辑安娜·封·赛德利茨是个年轻和勇敢的女人。当她丈夫
——一个艺术品商人——在一次神秘的车祸中丧命时，她陷入了绝望。她在丈夫的遗物中发现一个胶
卷。几十张底片上是同一母题：一张写有古代科普特文字的羊皮纸手稿。安娜不久明白，此后隐藏着
一个巨大秘密。因为，有人为获取照片所摄的原件开出一个天价。对遗失的原件的寻找和对丈夫死因
的调查把她引到巴黎。在那里，一个德裔美国教授的大胆之举成为媒体头条新闻：他在罗浮宫用硫酸
洒向达·芬奇的一幅圣母画像⋯⋯ 小说《第五福音》就这样吸引读者进入一个极为扑朔迷离和充满悬
念的故事。此书作者、德国作家菲利普·范登伯格1941年9月出生于布雷斯劳，曾任多家报纸杂志的记
者，l973年完成第一部小说《法老的诅咒》后一举成名，并正式开始了其自由作家的生涯。这部《第
五福音》初版于1993年，是他所谓的“历史三部曲”中的一部。其他两部为《西斯廷的密谋》和《哥
白尼的诅咒》。仅从书名看，在这部《第五福音》里，范登伯格固守于他的“考古或历史侦探小说”
的类型，而其内容的确也牵涉到不少欧洲的历史、考古、文学及文化史实，尤其是基督教史。由于岁
月的洗涤和自然的剥蚀，这些史实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给翻译带来一定的难度。更由于这又是一
部虚构的小说而不属于专业书籍，书中的内容往往亦真亦假，虚实相间，迫使译者最后放弃了详作注
解的初衷。就此敬请读者原谅。不过，译者还是愿意就自己使用的工具书作一说明，以便有心的读者
可以进一步查阅。对于大多数的人名地名、史实概念和专有词汇，除了常用的德汉、英汉、法汉、拉(
丁语)汉等词典以及有关的地图和圣经词典，译者主要使用了以下两本工具书。它们是：《简明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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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3)。菲利普·范登伯
格是当今最成功的德国作家之一，其作品已被译成30多种语言，并早在上世纪末(1999年)已拥有1 600
万以上的读者。但愿此书中译的问世，能为中国读者领略其作品一那建立在西方宗教文化史背景上的
扣人心弦又开启心智的魅力，作一份添助。卫茂平 2003年4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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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第五福音》的笔记-第35页

        不过随后他对自己说，你仅死一次而又想从高处再看一下巴黎，从300米的地方。于是他耐心地在
售票处前排上了长队，下了决心，用20法郎结束自己的生命，从高高的上面。

P36在他的死亡中，事情会发生的很快，没有时间叫苦呻吟。他曾在哪里读过，如果从高塔上跳下，
根本就不会感觉不到痛苦，因为人在落地前的一刹那已经失去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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