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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哪里》

前言

　　阿尼西母是圣经《腓利门书》中记载的一个逃亡奴隶。　　帕特里夏13岁的时候，就被阿尼西母
的故事深深吸引。当时她就对父亲说，希望根据这一事件写一本小说。父亲欣然应允，并亲自陪她去
了公共图书馆，对图书管理员大声说：“我的宝贝女儿想要写一部圣经时代记栽过的小说。可否请您
带她去古代史藏书区，以便她可以调查一下那段时期的历史。”　　帕特里夏并没在意父亲和图书管
理员眼神中流露出的态度。她心中充满神圣的使命，像一个小大人。自此她专心钻研，读了很多罗马
帝国和古希腊的资料。其实，家里人并没有给她很多鼓励。这本小说写得非常艰辛，多数情况下帕特
里夏用铅笔在有横格子的廉价本子上写。我们家人对她的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表示赞赏，但是也仅此
而已。若干年后，她的手稿几乎被忘记，并在一次举家搬迁的时候遗失了。但是她没有放弃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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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哪里》

章节摘录

　　这是七月的午后，大地像被烈日烤焦了一样，万物一片沉寂，仿佛都在睡梦中。　　这个山谷以
盛产黑色绵羊而闻名。此时它们正成群地拥挤在白杨树林间乘凉。收割庄稼的工人们也在玉米秸堆下
或者木车旁的阴影里打盹儿。　　在牧场高处的豪华宅邸中，那些有钱的农场主和做羊毛生意的商人
们，此时正在床上熟睡，鼾声大作。庭院里的葡萄架下，奴隶们一边偷偷地打瞌睡，一边竖起一只耳
朵听着主人的动静。就连天上飞的秃鹰似乎都懒得扇动翅膀，远远看去像钉在蓝色天幕上的一个影子
。　　此时，在牧场外很远的峡谷里，却有一个慢慢移动的人影。那是一个棕色皮肤的12岁男孩，打
着赤膊，仅在腰间围着一条布片，脚上穿一双凉鞋。他正全力向峡谷高处爬去，姿态轻盈，身手敏捷
，像一只小野猫。滚烫的空气像火苗一样，在灼热的岩石周围翻滚，他脸上淌下汗珠，手也被岩石磨
起了水泡。但他全然不顾，因为只有在主人午睡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每天，从清晨到夜晚，他都
属于主人，对主人的命令谦恭顺服。而现在，他属于自己，可以自由自在，欢喜雀跃。　　在这一带
山谷里，什么都不能阻挡他。冬天，他从厚厚的积雪中开辟道路；春天，他常沿着小溪或者瀑布逆流
而上；夏天，午后的炎炎烈日也丝毫不能成为障碍。他一边向上爬一边注意着太阳的方位。太阳已经
开始偏西了，当头顶上岩石的影子移到山下那片橄榄树林的时候，他就该回去了。不过，现在他还来
得及到那棵倒下的老松树那里，翻过老松树的树干，跳进那个绿色池塘里潜一会儿水。　　越往上走
峡谷越窄，松树、刺柏还有矮小的橡树，将它们的影子投射在山谷中。山路旁边的溪水变得细长如线
，不过非常清凉甘甜。捧起溪水泼洒在脸上和身上，男孩觉得神清气爽，仿佛可以继续爬上一整天。
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到更远的地方去，比如那个叫阿纳瓦的盐水湖，那里艾草丛生，是利革河的源头；
甚至到革母雪山去⋯⋯但是，岩石的影子在向橄榄树林逼近，似乎在提醒他：主人快要醒来了。他狠
狠地诅咒着，心里真是不甘愿回去。　　现在，他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在池塘里快速地游上一圈。那
个池塘很深，终年不会干涸。男孩子刚攀上扑倒在地的老树，突然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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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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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哪里》

精彩短评

1、看过圣约翰写的《我爱吕西安》，百看不厌，这次买了这本《自由在哪里》，仍然爱不释手
2、买来送主日学小朋友的，不知道怎样，应该还不错吧。
3、非常非常好的书。我极为感动。尤其是当阿尼西母听到基督徒们的聚会“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
必与基督同活”——心里极为感动。感谢主。
4、赤果果的一篇宣传基督教的文章。我不是对宗教有任何偏见（相反我很好奇），但是这书的宣传
手段也太生硬了吧⋯⋯ =。=
5、这是一个寻找自由的故事，历经患难的孩子得到了自由和生命。
6、读完这本书，特地去教堂参加了一次基督徒们的礼拜。信仰真的是很神奇的力量。我是诚心敬畏
所有有信仰的人们。无论如何，爱与善，最重要。
7、没有好好的看,作者的其他几本都不错.
8、儿童的书
9、自由在哪里

其中有一些内容，牵强的地方很多，让人觉得理由不够充分。如马可对于自己身世的描述、感觉阿尼
西母这人爱自由、幼时的玩伴胜过对于保罗的感情。作者臆断的成分多些，当个故事看，相信事情的
真相不会这么曲折但是真挚感人。
10、渴望的自由到底是什么。
11、我崇尚自由，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吸引了我。可到最后，我发现自己的自由观开始动摇，或许我从
来都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阿尼西母说，自由是顺服“爱的命令”，是将自己献上，甘愿为奴。若
没有爱，自由就是无边的旷野或荒凉的沙漠，寻找不到方向。那，我的自由在哪里？
12、上帝就在你心中 心无怨念 便是自由
13、自由是顺服爱的命令
14、自由的去任何地方，自由的去爱，去恨，去拼搏。告诉孩子要想得到必须付出。
15、耶稣基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提前1：15a，路19:10）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提后2：11b，罗6：8）

这几个月来都深深的沉浸在这首短诗当中。这是初代教会使徒们教导门徒唱的短诗。摘自《自由在哪
里》。
16、最初被他的向往吸引，我又何尝不是坐在教室，思绪却到处飞扬，活在当下，却总能幻想美景的
更替。自由，有时就像是渗透在生命里，铭刻在身体中，只要有一颗跳动的心，就不安分，不安于现
状。远方是一种迷幻的美，她未知、神秘、可望而不可及，她吸引着你，就像维系着你心脏的跳动一
样。我们的幻想就这样牵引着我们，尽管美的不真实，只渴望着I   will be there. 后来它告诉我，仇恨不
能让我快乐，可是我放不下，我和阿尼西母一样不甘心。。。角斗士朋友死后，人生似乎没什么希望
了，我可以理解信仰，却不大理解宗教，太过苍白而圆满的结局似乎不能抹平阿尼西母的疲惫，难道
这个世界上人们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重复类似的故事吗？
17、看过一系列的其它两本，应该也不错
18、一本好书告诉我们一个简单朴实的道理:要获得自由首先要放弃自由!
19、原先想买这本书但却一直拖延至今，如今当我在失去一些珍贵的东西后，突然明白了自由的真意
；看了此书，上面讲的与我明白的相同，颇有感触！曾今没有买也许是时候未到吧。小孩子未必能看
懂全部，不过在不同的年龄看会有不同的感触。爸爸妈妈们可以当儿童故事讲，长大了还可以自己看
一遍，所感受到的会不一样吧。
20、没看完~~
21、这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书，适合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为学生建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有帮助。
22、在基督里面得真正的自由。
23、曾经以为的束缚，在所谓“自由”之后才发现那才是自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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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mark一下，等女儿长大了，我会推荐她读。
25、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已经是第二次购买了，还会买了送人。
26、有点小失望吧，因为写给孩子的，自己长大了才来读这类书，总觉得深度不够。给孩子们读还是
相当不错滴
27、一口气读完了。好久没有读过这么精彩的小说了。拿着它就想一口气读完。自由在哪里？自由不
在外面，真正的自由在你的心中。强烈推荐。
28、说实话，读了第一遍，我只被开头的序给吸引了。
29、一口气读完了，更确定只有在耶稣里才有真自由！
30、真正的自由在心里 也有范围
31、小朋友看的。。
32、我们总是觉得当前的生活充满了束缚，一点都没有自由，我们总是渴求着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以
为那就是自由！可是，最终我们会发现所谓的随心所欲并不是真正的自由，那仅仅是欲望的奴隶⋯⋯ 
 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着真正的自由
33、这是一个根据圣经《腓利门书》中记载的一个逃亡奴隶时间写成的小说，而最触动我的是作者帕
特里夏13岁时被圣经中这样一个小故事深深吸引，并决定据此写一本小说。这本书写的很艰辛，但是
她最终完成了儿时的神圣使命般的梦想。------谁曾经这样坚持过自己的梦想，谁将自己的梦想实现？
34、不错，弟弟妹妹都很喜欢，他们学校指定要购买的书
35、好书，值得阅读，值得推荐，书开本不大，但内容引入积极向善。喜欢有真理的书
36、送给宝宝的，宝宝是个小书迷，不错的书
37、自由在爱里
38、光这本书的标题和封面图片就已经很吸引我了。这个荒唐错乱的世代，别说孩子，大人都被网络
的各种自杀新闻给吓到了。人生的自由在哪里？很值得父母和孩子去探讨。朋友推荐的，这本书指明
了方向！果然是孩子心灵的良师！
39、她在主日学课堂看到了，回来就要买。有时间我也看看
40、轻松的小说，很美好
41、是第二本了，都准备送人~~
42、简单的故事，有意思的道理
43、青少年读物，无味
44、Patricia讲故事的能力真不错
45、我愿意降服
46、如果不会到起初失败的地方去尽力改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步。
47、很喜欢圣约翰的书。非常好
48、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当人的信仰处于迷茫时，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正确方向的一本好书！
49、以爱的力量。
50、巧妙串联了不少新约历史。对当时家奴制度和角斗士制度也都有所反映，有助于正确理解保罗在
腓利门书中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也是圣灵对待公共政策变革方式的态度。捆锁人的不只是罪恶的制度
，更是罪恶本身。只有消除了罪，才能从根本上改良制度公器，改善普世民生。
51、piowejfioesjlj
52、再读腓利门书，完全不同的感悟！从恨己为奴，到甘愿为奴，反而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53、这本最棒就是《使徒行传》保罗传道所经之处，作者姐妹全程走了一遍，沿路风景一世纪各种风
貌早起基督教的种种。不过阿尼西母的故事真狗血，更别提打酱油的各位ORZ 
54、令人感动的书，直达人心的书。
55、自由的方向，只有找对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56、痛苦，抛弃，寻求，最后皈依。
57、青少年读物很好
58、只有神能改变我们的内在的问题，人是有局限性的。
59、好看！让人明白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有包容！
60、老师要求购买的书，果然不错，小朋友很喜欢，还能讲给别人，内容精彩，
61、基督虽然没有直接提倡废除奴隶制度，但基督的爱却能真正的改变人心，这比立法废除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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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有效。很喜欢Partricia对人物内心的刻画。
62、自由就在耶稣基督里！
63、也不是说我反对自由是对爱的顺服这样的观点。只是书里把信仰的事阐述得太绵绵羊了。就像信
奉上帝不该仅仅为了宽恕自己的错误。
64、还好
65、这本书真的不错，这种散文也适合孩子看
66、中文翻译流畅自然恰到好处，故事情节如水银泻地铺陈展开。我们常说真理使你得自由，却不知
道真理竟是在神的爱里面，多么可惜。愿我们都不要那么历尽千辛才打开心门见到神。
67、不仅孩子喜欢，我们也喜欢读！
68、很喜欢，仿佛那些角色就在我面前，我兴奋地想到，有一天我会遇见保罗、阿尼西母、腓利门他
们，心情就难以平静。
69、很不错的一本书，名不虚传，能通过很简单的故事阐述自由这个主题的内涵。在基督里有真自由
70、是根据圣经改变的
71、这本书不太适合小学的孩子阅读，感觉孩子看不懂，自由、宗教，不容易理解。
72、很不错，值得拥有，这本书大人也适合看
73、让你知道心灵的自由在哪里
74、自由是顺服“爱德命令”，是将自己献上，甘愿为奴。
75、真的很好 让我很大帮助 谢谢
76、“你可以来我家里，不是作为奴隶，而是作为基督里的弟兄，你现在真正自由了。”仿佛看完整
本书都是为了这句话。其实真正的自由并不是身体上的自由，而是精神上的自由。以一种宽容而仁爱
的态度来面对世界，解放自己的思想，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77、简单，生动，好看
78、还是那句话：“信仰，是心灵的救赎。”
79、2012.8
80、良友电台书香园地中读到的。很受激励！
81、很喜欢，看了之后很有触动。寻求自由是每个人的天性，但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什么是真正
的自由！！
82、还没看，但是据推荐者说很好看，翻译的文笔很好，甚至说是“非常好，超级好”，迫不及待打
开看看啦，呵呵～～
83、根据圣经记载虚构的小说，正能量
84、很棒的书，大人孩子都喜欢！
85、Patricia的書貌似都很不錯啊。
86、有点忘==
87、充抵豆娘删除的条目《寻找自由 下册》（阮铭 著），★★★★★
88、纸质没有原来在别的地方买的好，整体还可以，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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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帕特里夏·圣约翰（Patricia St.John） (1919-1993)是位极富吸引力的杰出作家。 　　　　�她在暴风
雨中出生于比斯开湾的远洋客轮上，不过幸而几天后轮船平安地停靠在了南安普敦的码头。那时，她
的父亲执教于南美的圣经学校，要从那里返回英国。 　　　　�她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马尔文度过，与
哥哥姐姐在美丽乡间的玩耍带给她无限自由和兴奋。她的第一本书——《丛林中的秘密》
（Tanglewoods’ Secret）——就是根据那时的生活写成。 　　　　�她七岁的时候，父亲去了海外基督
徒事工机构工作一年，而其他家人则搬到瑞士。在这里，阿尔卑斯山村的生活，赋予了她灵感写下了
第二本书《雪中的珍宝》（Treasures of the Snow）。 　　　　�帕特里夏在少女时期就展现了非凡的写
作天赋。她常用散文和诗歌作品来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颂赞。 　　　　�战争时期，她在伦敦做护士。
频繁的空袭，使每个人都感到紧张和疲倦。帕特里夏也经历了人生的黑暗阶段，与她充满祝福的童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诗歌作品《为了什么》（To What Purpose）表达了她当时的紧张和压力。 　
　　　�战争开始后不久，她的哥哥法拉姆赶往摩洛哥，在那里宣教士服务的医院中做外科医生。他们
兄妹二人感情很亲密，常常一起分享各自在工作中的经历感受，并探讨如何更好地服事别人。后来她
决定加入哥哥从事的事业。在她的自传中，坐在哥哥摩托车后座上旅程的描写，也记录了她心灵的旅
程。 　　　　�她接下来的一本书——《光明之星》（Star of Light）——的大部分内容取材自摩洛哥北
部山区的一座城市中。她在那里驻足四年，在自己的家中救护照顾生活贫苦的人，拜访周围村庄的人
。后来因为当地官员不赞同她公开分享基督徒信仰，她被迫离开那里回摩洛哥北部城市丹吉尔，并在
一间医院建立了附属的护士培训学校。 　　　　�她在摩洛哥的将近30年中，不断用故事来教导、安慰
人们的灵魂，也用充满爱心的服侍唤醒了很多人的心灵。她也仍然抽出时间，在自己安静的卧室中，
面对着直布罗陀海峡壮丽的景色继续写作。 　　　　�医院在1974年被政府关闭，她在当地停留了几年
，照顾母亲。母亲去世后，她回到英国，和姐姐黑兹尔一起住在考文垂。她仍然吸引大批人来到她的
家中，其中包括当地的孩子们，他们中很多人都有社会问题，大家被她的故事和幽默感所吸引。他们
带给她灵感，写下了《鸡舍中的奥秘》（The Mystery of Pheasant Cottage）。 　　　　�因为她的书被翻
译成许多语言，拜访她的客人络绎不绝来自世界各地，都渴望要见见祝福过自己的故事作家。 　　　
　�她参与儿童慈善团体“全球护理”（Global Care），目前这家机构仍然在持续帮助全世界的儿童。
2、但我觉得一样好看。悲催的阿尼西母，逃亡之后，过的日子甚至不如做奴隶的时候，沦落到只能
去做一名角斗士，比奴隶还不如。我们有多少人，年少轻狂，以为自己凡事都能，不料，离开力量的
源头，不但事情干不成。即使能干点事情出来，没有爱，又有何意义。
3、读的时候，泪水时常抑制不住。很遗憾Patricia已经过世了。羡慕她和姐姐有过那么一段自驾去探索
保罗脚踪的行程。当然，那次旅行，也是为了写这本书作调研。我也要有这么一段旅行了。感谢神！
地中海，今年的仲夏，我又要来了！
4、不要随意删除我的评论，ok？开始赚钱：http://t.cn/RLOTnzA【一元赚】手机赚钱的APP！0投入、
轻松月入过千！①注册拆红包；②每天签到领钱 ③刷任务赚钱；④邀请好友拆红包对半分，享7代好
友10%提成！1元提现支付宝(秒到)，花50秒试试就知道结果！点击开始赚钱：http://t.cn/RLOTnzA
5、小时候，政治书上告诉我们，最终有一天会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说得通俗一点，意思是你想要
什么就有什么，至少那时的自己，是如此理解共产主义之含义的。一颗单纯年幼的心，从此热血沸腾
地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晃就是10多年⋯⋯上了高中，在高考的压力之下埋首书堆，却在
无意间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成人世界的谎言之中。犹如一场心灵的地震，尚未成熟的心智在那一瞬间
被彻底的颠倒。带着青春期的叛逆，和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从此在自己的心中展开了对整个成人世界
的报复。大学的生活，这样的报复变本加厉，用自己的笔尖抨击着成人世界里一切的阴暗、虚伪和狡
诈。自以为义的将自己比作安徒生童话里那个揭露皇帝其实没穿衣服的小孩，对皇帝和那些溜须拍马
的大臣们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及至毕业，发现“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已经身处在成人世界的漩涡
之中，每时每刻都需要面对它的阴暗、虚伪、狡诈。而这样的正面接触，不仅激起了心中更加强烈的
自义情绪，它带来的生活的压力却时刻在逼迫着自己立马缴械。20多年来，一直都在寻找，那个没有
诡诈、没有虚伪，只有爱和怜悯，公义与光明的世界。共产主义早已在那场心灵的地震中如气泡一样
幻灭；对成人世界的报复换来的只是满腔的怨愤与内心的苦毒；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狂奔了5、6年，
发现，道路的终点依然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这样的追寻，意义何在？这样的寻找，是否真的
能够找到？到底，我要往何处去？阿尼西母，从小就是一个奴隶，却始终渴望得到自由。他渴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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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任何地方，想要自由的去爱、去恨，以及去报复。为了摆脱自己奴隶的身份，他想尽一切办法，
受尽各种痛苦与磨难，终于抓住机会逃跑了。看起来，他自由了⋯⋯阿尼西母来到他父亲的出生地雅
典，却在雄伟的神庙旁被他信任的一个同船伙伴下了迷药而夺去了身上所有的财物。他又来到哥林多
，靠着自己健壮的身板在码头通过干体力活而勉强糊口。最后，他又来到帝国的中心罗马，却因为身
无分文被迫卖身重新为奴成为了一名角斗士，在角斗场上战至最后一刻，亲手杀死了在决斗营中认识
的唯一一位好友，并重新获得了自由。从角斗场走出来的阿尼西母，精疲力尽的来到台伯河边，没有
胜利者的丝毫兴奋以及重获自由的喜悦，在昏迷前的一刻想着跳进浑浊的台伯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
一路上，阿尼西母一直在体验他所期待的自由的感觉，可是，内心从来没有一刻因着这自由而满足，
反而这一路的痛苦磨难让他甚至没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这自由，仿佛“无边的旷野或荒凉的沙漠，找
寻不到方向”。阿尼西母所渴望的自由到底在哪里？他要往何处去？在昏迷后醒来的一刻，是跳进奔
流的台伯河结束这磨难的一条追寻之路，还是继续在这“无边旷野荒凉沙漠”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自
由？或者，还有其他的道路？到底，爱的国度、光明的国度在哪里？到底，自由在哪里？阿尼西母在
寻找自由的路上，却一直被一份神圣的爱所包围，在哥林多，他受到一对基督徒父子的热情款待；在
罗马角斗场，他亲手杀死的好友也是一位充满爱心和怜悯的基督徒；在以弗所、老底嘉等地，他总是
能够听到关于基督徒的消息并见到基督徒那份无私的付出。然而，他因着害怕接受这份爱所需要付出
的代价而一直拒绝着这份爱。直到在台伯河边昏迷，却被同样是一位满有怜悯的基督徒带回疗伤。而
当我回首之时，发现这寻找爱和光明国度的路上，原来也有一双慈爱之手在隐隐的牵引着自己。高考
离自己理想的学校一分之差而落榜，却在宁波这个我以前从未想过落脚的地方认识了宣称“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的那一位。借着那些曾经也自以为义如今却悔改的灵魂的笔尖，更因着周遭那些满
有爱、满有怜悯的基督徒的关心，同样也因着自己在生命中经历到的异乎寻常的内心的感动，使自己
在理性上、感性上以及灵性上对这位创造万有的上帝有了更多的认识。而自己，也不愿意付出“要爱
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的代价而拒绝着祂的邀请。在疗伤之地，阿尼西母再次深刻的体
验了那份神圣的爱，路加医生的医治，马可的故事，还有保罗、巴拿巴等人的一言一行，终于让阿尼
西母降服于那位一直都在寻找着自己却一直被自己拒绝的爱之基督。而那一刻，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自由是顺服‘爱的命令’，是将自己献上，甘愿为奴。若没有爱，自由就是无边的旷野或荒凉的沙
漠，寻找不到方向。”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内心真正的接受上帝的邀请是在什么时候。只记得，当我跪
下去的那一刻，从心底而来的暖流一股而上，眼泪肆无忌惮的夺眶而出，那一刻，我心中多年累积的
苦毒得以释放，那一刻，我尝试着为整个成人世界去祷告，那一刻，我明白自己找到了真正爱的国度
、光明的国度，因为基督是那个国度的君王！自由在哪里，你要往何处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
6、原来，我是比较反对把圣经改写成圣经故事，或者小说，觉得这样的改编，让圣经失去了原貌，
让读者——圣经的直接读者，心生懒惰，失去了理解思考想象圣经的空间。记得曾经有弟兄给我一本
《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诚然，卢云神父从一幅伦勃朗的画展开思想，写了一本小书，初看
之时，觉得也是有抗拒的心理，我是清教徒，看神父的著作，就有些别扭，这本书又是基于一幅画展
开的，天主教对于这些有形的画之推崇，认为这是无形的世界在物质界的展现，然而，读完却发现，
卢云直接通过这幅画的桥梁展开对浪子比喻的深思，读完以后，不禁也问自己，我是大儿子吗？我有
没有往成为父的方向去发展呢？读这本书《自由在哪里》完全是机缘巧合，首先是由于报佳音店庆的
优惠，也没怎么看介绍，就把这本六折的书点进购物车了，买来以后我还没有把这本书排进日程，这
几天整理书柜，原来的书架比较小，拍了个稍微大点的，可以把书摆整齐些，重新整理就要把这些书
分分类，于是这许多没看过的书就要看一下简介，发现这居然是本小说。这段时间看的书比较沉闷，
所以就随手抽出来调味。这就是神奇妙的安排，让我与这本书相遇，与作者相知。出处读这本书，也
是反感的。虽然说从序中看到作者沿着保罗的行程进行实地的考察，但是这场景也铺开的太远了，居
然连阿尼西母小时候都写进去了，出现了一些圣经没有的人名地名，还有这么具体的环境描写，这太
容易引人误解圣经，分不清书中哪些是依据圣经和自行创作的了。然后是，进入开篇没几章就出现了
基督教教义的对话，我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目的了，也太无聊了，这和圣诞节大段福音信息对白为
主的小品差不多。然而因着节奏简明轻快，作为调味剂，我还是继续读了下去。我是个很感性的人，
读武侠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是那个一鸣惊人的主人公，读这个小说也是如此，渐渐的随着书中描写阿尼
西母的心理变化和主人公环境的变化进入到小说当中去。当身边的人一个个产生变化的时候，我总觉
得这时候阿尼西母该归信了，然而阿尼西母总是还在叛逆自我当中，一直到最后，做角斗士了，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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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阿尼西母唯一活下来的希望就是获得木剑，当然，结局也是符合我的预期，即便如此，当我
读到结局的时候，读到腓立门拿着羊皮卷在阿尼西母面前念（就是腓立门书）我身处阿尼西母的心境
，不禁激动、感动的眼泪散出来。我想，以后每当我读到腓立门书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关于阿尼西
母的故事，即使这一切并不是全然的真实，但是它帮助我认识这本书更深。读完全书，回过神来，在
本书还有以下很棒的两点：1、本书中关于老底嘉、哥林多这些大都市的交通、经济描述都极为接近
历史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从阿尼西母的眼中去看当时的世界，也是当时真实的世界，此书作为了解当
时的历史背景和保罗书信中几个城市的状况很有帮助。2、刚才的感受是看书一路过来的心情变化，
然而这本书实在不是类似圣诞节大段福音独白的小品之流，全书通过阿尼西母的处境变化和追求自由
的过程，叫我们回想，真正的自由在哪里，阿尼西母回到了当初做奴隶的地方，然而他得到了真自由
。他一路寻来想要脱开奴隶的枷锁却没有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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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自由在哪里》的笔记-第20页

        这是俩个少年人的故事........我也对基督教更加有深刻的印象。

2、《自由在哪里》的笔记-第20页

        cnsdns,mnksnknf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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