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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十多年来，阿娜伊斯·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记，一直是众多谣传、闲谈、臆测的主题。
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记的部分内容首次在她的巴黎密友及同好中亮相，自此以后，一直传扬着这么
一句评语：阿娜伊斯·宁日记是20世纪最独特的一道文学风景线。
1937年，英国杂志《标准》登载了广为引用的一篇文章，作者亨利·米勒大胆提出该日记可“与圣奥
古斯丁、佩特罗尼乌斯、阿伯拉尔、卢梭、普鲁斯特的作品媲美”。
长期以来，许多双眼睛一直在关注着日记的成长，直到目前壮大到150多集——打印累积15，000多张
，从而赋予这项伟大的终生事业更为传奇的色彩！
阿娜伊斯·宁发表过《内心都市》五部曲等诸多作品，至今仍散发着浪漫的墨香。
她常说自己的这些艺术作品仅为日记的冰山一角，而同为作家和女人的真实生活则全部渗透在日记的
每一页每一天。
30多年前，她写道：“日记里的是我的自然流露，日记外的是我刻意展露的精华，是神话，是诗歌。
”在谈到自己的一部早期作品时，她在日记中写道：“人们同我交谈，希望我率真、激情、爆炸性⋯
⋯然而我只在这里，在日记里，才能满足这一要求⋯⋯”读者对这部传奇作品的好奇，无疑来自宁小
姐热烈多姿的生活及她在大都市国际艺术圈和社交圈的收放自如及飘忽神秘。
她说，“友谊、关系、旅行是我最大的乐趣。
我生活的世界，生活的每座城市，都是作家、画家、音乐家、舞蹈家、表演艺术家的家园。
”孩提时代，生于巴黎近郊讷伊市的她，就已陪伴她著名的父亲——西班牙作曲家兼钢琴家乔奎因·
宁，做高度刺激的环欧钢琴巡回演出。
青年时代，她逃离丹麦出生的母亲在纽约的廉租屋，一头扎入梦幻中的迷人乐园，先做画家专职模特
，后来成为西班牙舞舞蹈家。
20世纪30年代，作为羽翼未丰的作家，她重返欧洲，加入巴黎知识圈和社交圈，迷上了普鲁斯特、劳
伦斯、季洛杜，深受他们的影响。
1929年，她定居路维希安，使那儿如同二战爆发后她在纽约格林威治村附近的工作室一样，成为众多
“无名之辈”的聚集地，很快使他们一跃而为“著名”的创作者。
确实，宁小姐日记里走马灯一样进出的人物都是过去40年文学艺术界大名鼎鼎且具代表性的各色人物
。
不过，如果只对通常名人的“自曝隐私”感兴趣，只对“和盘托出”的深闺秘闻感兴趣，那么，这本
盼望已久的首次出版的宁小姐部分日记无疑会令您失望。
当然，阿娜伊斯·宁用极为率真的笔触，详尽描写了她的各种关系、朋友、熟人及人生道路上“有名
”或“无名”过客。
确实，她“率真，激情，爆炸性”，可她关注的既非文学界的闲言琐碎，也非对文人生活的“偷窥”
。
日记的真正意义、独特性和“启示性”是另类的。
可以肯定的是，宁小姐有关别人及自己的大量有重要价值的细节，使您能够看到一个伟大的艺术时代
；她描写和记录的人物、对话、事件犹如闪耀的光芒，让您豁然开朗。
相形之下，后来的情形似乎已不重要：她结交了潦倒的天才作家亨利·米勒，她倾听“残酷剧情”倡
导者兼诗人安东尼·阿铎的痛苦宣泄，她在奥托·兰克医生鼓励下成为心理医生⋯⋯宁小姐日记的意
义在于：我们首次有了一部详细明确记录现代女性自我发现旅程的激情之作。
“我想说的，”宁小姐写道，“是我逐渐理解了昨天的女性和今天的女性。
昨天的女性是无声的、沉默的，躲在无言的直觉后苟活；今天的女性敢说敢为，简直就是男人的翻版
；而我介于两者之间⋯⋯”是的，宁小姐十分关注“该写什么，该讲什么，怎么讲”之类的艺术问题
，但日记不仅仅是她作为崭露头角的作家用以操练的磨刀石，还承载着思想、梦想和体验。
据称，她那些让人神清气爽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内容取自日记。
是的，宁小姐在即时捕捉信息时选词讲究、用语生动，但日记不仅仅记录她的生活、她的谈话、她的
邂逅，更记录了她穿越自身迷宫的旅行，记录了她努力寻找、诠释女人阿娜伊斯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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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阿娜伊斯既是真实的女人，又是象征性的女人，她努力在行动和思想、投入与自卫、情感与智慧
、梦幻与现实“之间”平衡，有时会满腔绝望地调和这些内在矛盾。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日记中有一段话，可解释宁小姐对“外面”世界的态度：政治经济风暴无论多么
猛烈，都不会反映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这令许多评论家诟言），还可说明日记本身所具备的基本功
用和根本功能。
“令人绝望的是，”她写道，“他们力图为整个生活寻找一种普遍意义，结果却声称此意义荒唐、空
洞、不合逻辑！
一种适合万事万物的广大无边的意义根本不存在，我们每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只有一个，是个人意义
，个人情节，就像一本个人小说，一本给个人看的书一样。
要找到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意义是错误之举。
对我而言，尽量赋予生命以意义才是正确之道。
所以，我不热衷于任何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充斥着盲从和不公正，但在面对每一个个人时，我的表现
是民主的、人性的。
我给每一个人应得的东西。
我无视阶级和财富。
我尊重人的精神价值、人的素质、人的需要，只要有能力，我尽力做到这些。
如果所有人联合起来像我一个人一样，就不会有战争和贫穷。
我个人决定——为每一个与我同行的人的命运负责。
”日记是阿娜伊斯·宁写的书，是她创造的生活，是过滤网——将她的体验过滤成一个有意义的模式
，还是她的盾盘，她的忏悔室。
日记始于那艘把阿娜伊斯·宁及其母亲和两个兄弟从西班牙载往美国的小船。
11岁的宁小姐，此时已被她后来称作“即刻的觉醒”所纠缠，“惊惧又痛苦”。
她的父亲，她早年的偶像，抛妻弃子，投身另一个更年轻的女人的怀抱。
起初，她千方百计想夺回父亲：“日记开始只是旅行日志，是替父亲记录途中的点点滴滴，是为父亲
写的，打算以后寄给他，说白了就是一封信，向他介绍我们的情况，好让他一路追随我们到这个陌生
国度。
”可这封“信”没有寄出（母亲说怕信遗失），日记也成了“一座孤岛，呆在里面就能在异国他乡隐
蔽起来，写法语，梳理自己的思想，抓紧自己的灵魂，不让它弃我而去。
”离开父亲，离开欧洲的孩提时代，离开早年西班牙天主教的支撑和约束，被迫适应一个崭新的国家
，一种全新的语言，阿娜伊斯·宁很快具备了一种特有的孤独意识。
“亲爱的日记”，她写道，“是阿娜伊斯在对你说话，不是某个与大家思想一致的人在对你说话。
亲爱的日记，可怜我吧，务必听我诉说。
”当这个富于幻想的小女孩像花朵一样盛开成一个俏丽的年轻姑娘时，出于“对知识、经验、创造的
狂热”，开始为自己创建一种“形象”，一个“角色”，使自己能面对纷繁世界。
儿时崭露的戏剧意识及丰富想象，在她破蛹成蝶的成年生活里本能地有意识地轻舞飞扬，像她的小说
人物一样，像《情谍屋》中的萨宾娜一样，投身于自以为被希望扮演的“角色”：女儿、妻子、妖女
、荡妇、朋友、保护人⋯⋯尽力满足他人对她的一切期望和要求。
她身上至少有两个女人的影子：一个绝望迷惘，感觉自己在沉没；另一个只想给人们带来美丽、优雅
、活力：在人前，在人生舞台上，掩饰着软弱、无助、绝望的真实情感，只向世人展示笑颜、诚挚、
好奇、热情、兴致。
那个快乐、迷人、聪慧、神秘的阿娜伊斯·宁让世人尽情观看，而身体内另一个女人，那个羞怯、坚
强、务实、犹豫、超然、旁观、稚气的女人，则在一页页日记中要求得到承认。
日记是她两个自我的汇合点，是她不按他人要求生活的世外仙境。
“日记是我的毒品、麻醉剂、鸦片烟斗，是我的毒药、我的罪恶。
不写小说时，我仰面躺下，拿着日记本，攥着一支笔，枕着一席梦，专心致志，把两个自我拼接起来
。
⋯⋯我须在梦中再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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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是我惟一的生活。
我在梦的回声和反响中看见变形的东西，这种东西保持了神奇的纯洁，否则魔力顿失，不然生活暴露
的会仅仅是她的畸形，质朴会化身惰懒⋯⋯所有的所有，一定通过我的罪恶镜头融合起来，否则慵懒
的生活会减缓我啜泣的节奏。
”她也时常意识到逃人日记的危险性（“你妨碍我成为艺术家”），她也害怕“与这个朋友交谈会浪
费生命”。
可是，当孤独感，当将自我织入一有意义整体的需要，当绝望迫使她接受心理分析治疗时，暂失日记
的她，像失去拐杖一样拒绝生活。
1933年6月，她写道：“我惟一担心的是日记会被攫夺。
日记是我惟一的挚友，惟一可使我忍受生活的原因。
人类给予的欢乐太不可靠，所以我极少轻信别人，我敏感，最不易觉察的冷漠都足以让我闭口不语，
可是在日记里我却洒脱自如。
”她固执地紧抓日记不放，像至宝一样随身携带，在火车上写，在咖啡桌上写，在等人时写，一从“
生活”远足回来就写。
她那副“罪恶的镜头”不仅过滤本人的经历（“事后写时，看到的比经历时看到的更多，更透彻，我
放大并丰富了这些经历”），还赠予她写作中罕有的即时感。
“我比较依赖时间。
事后回忆有失真实。
我渴望真实。
真实，一定要在生活时，在记忆新鲜时，在没因距离或时间变味前，立刻记录下来。
”新鲜得栩栩如生，加上丰沃的内省力，宁小姐日记注定美妙、自然，而且暗香流动（“为一个敌意
的世界写作，令我不爽；为日记写作，如同置身温柔乡，好想在里面开花”），这从某种程度上决定
了她写作素材的性质。
1947年，在散文《论写作》中，她写道：“日记告诉我，人在情感危机时，最能精确袒露自己。
我学会选择兴奋的时刻，因为这些时刻适宜渲泄。
”宁小姐对真理的狂热追求，对找寻虚幻内核的人抽丝剥茧的剖析，常给她带来痛苦和危险。
“暴露自己无异于自伤。
”她身体内的那个女人因暴露而焦虑，“什么扼杀生命？
”她写过，“神秘感的缺失。
”甚至1933年当她再次见到父亲时，还因是否把为他而作的日记部分交他阅读而犹豫再三。
“这些日子，”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感觉自己放弃了作家的权力。
揭示一个人的情感，哪怕是逝去的情感，或者故世了的人的情感，宛若经历了一场猝不及防的恐怖事
件。
”多年来，许多朋友及崇拜者催她发表反映自己作家一面真实生活的日记，例如亨利·米勒在《阿娜
伊斯·宁书信集》中一再提及此事，但宁小姐囿于各种原因，犹豫不决，其中既有个人隐私、法律纠
纷等问题，还因手稿很多，从经济角度而言，按年代出全集不可能。
所以，原稿至今仍躺在宁小姐牢固的铁箱里。
这些铁箱起初寄放于巴黎（在二战初的动荡岁月里，日记在某小镇火车站丢失了一段时间），后运至
美国。
曾全力推出托马斯·伍尔夫全部手稿的编辑麦克斯韦·帕金斯建议宁小姐出一个单卷本的日记浓缩版
，但很快改变了主意，坚持认为一点都不能少。
出全集，时至今日仍不可能，只好寄希望于某一天全部日记能见天晓。
今天，我们只能满足并为能做到的额首称庆了。
本集，即计划中系列集第一本，始于1931年，当时宁小姐正准备发表其处女作《劳伦斯评传》，该书
为她第一次赢得作家称号，有鉴于此，1931年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起点。
本集1934年冬结束，当时宁小姐离开巴黎到纽约，孰料在纽约的长住成了小住。
本集为这一时期10本原稿（编号为30到40）的近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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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着手发表本集日记时，宁小姐和编辑仍在考虑日记固有的私密性和法律问题。
有几个人，考虑到自己在日记中的“原貌”——因为宁小姐不想改变叙述风格——主动要求删除自己
的名字（其中有她丈夫及其他家庭成员）。
正如您很快会看到的一样，还有一些附带人物的名字也被删除或删改，因为一个人的实际身份在日记
语境中并不重要。
宁小姐的真相，我们已经看到，是心理真相。
“正如已知的那样，我认为文学会死亡，正在死亡。
”阿娜伊斯·宁多年前在日记中预言。
殊不知，在她撰写日记时，就已经为我们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有条不紊地记录自己的过去，
使这种过去成为永恒，成为普遍接受的史实，从而为我们的未来描绘出一个蓝图。
“人类就要登上月球，”阿娜伊斯·宁写道，“这一天不再遥远，而人类内心之旅则遥远得多。
”冈瑟·斯塔曼1965年10月于纽约（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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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阿娜伊斯·宁日记》，共分四部，时间跨度为1931-1947年。
本书时间事件纵横交错、沟壑天成、青涩转熟、渐次成长、浑然一体。
作者对本人进行了整体反思和立体刻画，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那个丰满、圆润、日常生活中表现欲
强的阿娜伊斯·宁。
在日记中，宁小姐用谦和细腻、毫不扭捏的笔触展示内在自我，展示自己对人、事及各种思想的自然
反应，给我们一种未被作家艺术化的真实信心。
随便取日记某一段展读，我们都会沉酣于她生活的新鲜，为她的生活节奏、张力、行为和反行为感染
，本能地或理智地，产生眷眷依恋，恍若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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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娜伊斯·宁，世界最著名的女性日记小说家，西班牙舞蹈家，著名作家亨利·米勒的情人。
她被誉现代西方女性文学的开创者。
1903年出生于巴黎，父母均为音乐世家，1977年死于美国的洛杉矶。
她一生出版了11部日记，以及《劳伦斯评传》、《乱伦之屋》（诗歌）、《技巧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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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第一部分房子后面是花园，空旷辽阔，野草丛生，藤蔓错节。
这是我喜欢的未经人为修葺的花园。
花园后面是林区，林中小溪潺潺，小桥静静，热热闹闹地生着常青藤、青苔和蒴类植物。
前言（1）前言（2）1931—1932年，冬（1）1931—1932年，冬（2）1931—1932年，冬（3）1931—1932
年，冬（4）1931年12月30日（1）1931年12月30日（2）1931年12月30日（3）1931年12月30日（4）1931
年12月30日（5）1931年12月30日（6）1931年12月30日（7）1931年12月30日（8）2 第二部分我走到哪
里，就把亨利沉甸甸的信带到哪里。
雪片般的来信！
我在书房墙上钉了两大张纸，上面记满了他写给我的话及他的生活全景，例如他的朋友及情妇名单、
待写小说、已写小说、去过的及欲去的地方，还记满小说素材。
1932年2月（1）1932年2月（2）1932年2月（3）1932年2月（4）1932年4月（1）1932年4月（2）1932年4
月（3）1932年4月（4）1932年5月4日（1）1932年5月4日（2）1932年5月4日（3）1932年5月4日（4
）1932年5月4日（5）1932年5月20日（1）1932年5月20日（2）1932年5月25日（1）1932年5月25日（2
）1932年5月25日（3）1932年6月1932年7月（1）1932年7月（2）1932年7月（3）1932年7月（4）1932年7
月（5）1932年11月（1）1932年11月（2）1932年11月（3）1932年11月（4）1932年12月（1）1932年12月
（2）3 第三部分我揣着暖手筒，全身裹在毛皮里，毛皮帽子，毛皮衣领，脸捂在毛里。
时值冬季，我坐在巴黎大学的硬长椅上，耳朵里尽是这些字眼：科学推导，元素，融合，形而上学，
诗意，解剖，灵感⋯⋯1933年1月（1）1933年1月（2）1933年1月（3）1933年1月（4）1933年5月（1
）1933年5月（2）1933年5月（3）1933年5月（4）1933年5月（5）1933年6月（1）1933年6月（2）1933
年6月（3）1933年6月（4）1933年6月（5）1933年6月（6）1933年8月（1）1933年8月（2）1933年8月
（3）1933年9月（1）1933年9月（2）1933年10月（1）1933年10月（2）1933年10月（3）1933年10月（4
）1933年10月（5）1933年10月（6）1933年10月（7）1933年10月（8）1933年10月（9）1933年10月（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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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1—1932年，冬〕路维希安与包法利夫人生前居住的小镇一样，古老、原始，未受现代生活的尘
染。
路维希安镇建在一座小山上，山脚下流淌着塞纳河。
晴朗的夜里，远方的巴黎清晰可见。
镇上有一座古老的教堂，一群小小的屋舍，鹅卵石街，几处巨大的房产，几所农庄，一座城堡。
杜莎夫人在这儿曾拥有一份不动产，大革命期间，她的情人被绞死后，头被人从爬满常青藤的高墙扔
进她家花园。
现在这处房产归香水制造商科蒂家族所有。
镇子四周森林环绕，法兰西历代国王曾在这里狩猎。
路维希安镇的大部分地产被一个身形肥胖的吝啬鬼包揽，这个老头是巴尔扎克笔下众多吝啬鬼之一，
怀疑每一笔开销，每一笔修缮费，任由自家房产衰败下去：生锈，雨蚀，长草，漏水，破损⋯⋯镇上
的房舍里，有老妇人坐在窗后，望着南来北往的行人。
街道蜿蜒崎岖，通向塞纳河。
塞纳河边，有一个酒馆，一家饭馆。
周末，跟莫泊桑一样，巴黎人喜欢来这里吃午饭，泛舟塞纳河上。
夜晚，狗吠声此起彼落。
夏天，花园散发金银花的芬芳。
冬日，小镇上空飘荡树叶潮湿的清香。
小火车往返于巴黎和路维希安镇之间，“笛笛”声依稀可闻。
这是一款外形古旧的火车，好像仍载着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人物去乡村就餐。
我的房子有200年历史，墙厚3英尺，花园很大，供小车进出的绿色铁门很宽敞，铁门侧边还开出一道
窄窄的绿门，专门供人进出。
房子后面是座大花园，前面有一条铺着碎石子儿的车道。
一方水池，现在里面填满灰土，爬满常青藤。
喷泉像墓碑一样竖在那儿。
来客拉的铃声听起来像拴在一头庞大母牛脖上的颈铃，铃音颤缓，绵延不绝。
每当铃声响起，西班牙女佣爱弥丽亚便推开大门，小车驶入碎石路，发出“嘎嘎”的声响。
房前立着木制格子架，架上爬满常青藤。
透过常青藤，11扇窗子依稀可见。
窗子正中间是百叶窗，有种对称之美，常萦绕于我梦中的神秘房间却不在紧闭的百页窗后。
房子后面是花园，空旷辽阔，野草丛生，藤蔓错节。
这是我喜欢的未经人为修葺的花园。
花园后面是林区，林中小溪潺潺，小桥静静，热闹地生着常青藤、青苔和蒴类植物。
新的一天总是伴随着汽车碾过碎石的声音开始。
女佣推开百叶窗，让白昼进来。
车轮压在碎石上的“嘎嘎”声，招来警犬班夸的狂吠，随后可听到教堂悦耳的钟声。
从窗口向绿色大铁门望去，可看出铁门露出监狱大门的神情。
我有一种不平的感觉。
我知道，只要愿意，自己随时可走。
我也知道，人类将阻碍的责任强加于某个物体或某个人身上，而真正紧闭的大门却在人心里。
但我仍常常忍不住伫立窗前，凝视这道紧闭的宽大铁门，就像看着横亘在内心的诸多障碍，正是它们
将我排除在一种完整而开放的生活之外。
再多的油也无法减轻大门风湿性的嘎嘎声，这块锈铁对自己200年的历史很是自豪。
那扇小门睡眼迷离、若有所思，总是一副半开半闭的样子。
常青藤从门上垂下，好像杂乱的头发，飘荡在狂奔的孩童前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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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这套房产，有许多原因。
它就像一棵树从地上挣扎而出，深深掩映于古老的花蔬中，没有地窖，所有房间都停歇在实心大地上
。
地毯下，我感觉得到，就是大地。
我可以在这儿生根，可以感觉与这所房子及花园合为一体，可以像植物一样从它身上汲取营养。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清理水池及喷泉的积土，恢复原貌。
很快，房子活了。
喷泉欢畅、跳荡。
我有种为即将到来的爱情做准备的感觉。
我铺上床罩，打开一卷卷贵重的地毯。
要体面地接见爱情这个贵宾，首先必须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
这种情绪下，我在房子里四处穿梭，边漆墙，边整理床铺，边把日记本放在壁炉上，还没忘挂上一盏
可投射巴厘岛皮影戏的灯。
一个房间漆一种颜色，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心情：红色是热烈，淡蓝色是幻想，桃红色是温柔，绿色
是休息，灰色是工作。
普通生活无法吸引我，我追求非凡时刻。
与超现实主义者一样，我也追求精彩。
我想做作家，提醒人们留心这些非凡时刻。
我想证明空间无限，意义无限，范围无限。
但我并非总是处于自以为优雅的状态，我有伪装的时候，有头脑发热的时候。
某些日子里，我头脑里的音乐哑然，于是我补袜子，修剪树木，罐装水果，给家具打蜡。
不过，做这些琐事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活着。
我肯定不会学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只是不知写作是否可助我逃离路维希安。
我已用16天时间写就《劳伦斯评传》，得去巴黎交给爱德华·提多出版。
书不会明天就印刷面世，当然作者都希望书一出炉，趁它热烘烘地还活在内心之际就能出版。
他把书交给助手校订。
我频繁地光顾巴黎，每次离去时，母亲都会站在窗口忧心忡忡地望着我，但不向我挥手告别。
有时，我带小狗班夸去散步，母亲就像站在窗口的老妇人掀帘瞪着我瞧，弟弟乔奎因则不住地弹钢琴
，似要把四堵墙全给融化掉一样。
天气糟糕时，我沿铁轨散步。
因没有火车时刻表，所以从未在合适的时间到这儿来，这样，每次火车还未把我从生活的困难中拯救
出来，我就疲倦了，步行回家。
这种对可能事件的着迷，是否源于儿时差点被火车辗死的心理创伤？
在讷伊市住的时候，我家有个佣人（当时我2岁，弟弟索瓦尔德出生不久）。
父亲一定勾引了她，然后又把她抛弃。
反正，她伺机报复。
她带我和弟弟出门，把童车和我放在铁轨正中央。
信号员看见了我们，他自己也有7个孩子，所以以生命为代价做了一次冒险，及时冲过来把童车踢出
轨道，把我抱开。
这一事件仍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仍然记得那个拯救我们生命的男人，以及他7个孩子铺满玩具的床
。
理查德。
奥斯本是律师。
得向他咨询我的《劳伦斯评传》是否存在版权问题。
此刻的他一边放荡不羁地生活，一边在某家大型事务所当循规蹈矩的律师。
他喜欢兜里揣着钱直接离开事务所到蒙帕那斯区去，为每个人付饭钱和饮料费。
喝醉时，他会谈正在酝酿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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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睡眠极少，常在第二天穿着满是油渍和褶皱的西服赶到事务所上班，似乎要转移人们对这些细节的
注意，此时的他比平时更加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讲话，让听者无暇打断或做出回应，所以人人都在
说：“理查德的客户越来越少，他一开口就刹不住。
”他像在高空表演秋千的杂耍艺人，不低头看观众。
一旦朝下看就会掉下来，准会跌到事务所和蒙帕那斯区之间的某个地方。
无人知道他在哪儿，因为他将自己的两张脸都藏了起来，谁也看不见。
有时，理应在事务所上班时，他却还在某个不知名的旅馆与某个不知名女人同床共眠，有时他在事务
所工作到很晚，把朋友们晾在多姆咖啡馆。
他有两句反复使用的独自，其中一句模仿一起剽窃案的庭审。
好像很多人在抄袭他的小说、戏剧和创意。
他起草了一份很长的起诉名单。
“他们”总在伺机偷他的公文包，其中被盗的一本小说现已发表，还有一本被盗的剧本正在百老汇上
演。
所以，他不把自己正在撰写的小说给我或别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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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阿娜伊斯·宁日记(共4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方文坛一直传扬着这样一句话：阿娜伊斯·宁的日记是20世纪最独特的一道文学风景线。
亨利·米勒公开发表文章宣称，该日记可“与圣奥古斯丁、佩特罗尼乌斯、阿伯拉尔、卢梭、普鲁斯
特的作品媲美”。
普利策奖获得者、诗人卡尔·夏皮罗于她的日记第一部出版之初，在《每周一书》中撰文：“20年来
，大西洋两岸的文学界争相谈论这部奇特的日记。
有幸先睹其风采的读者视其为呕心沥血之作，极尽褒扬之辞。
现在，日记的部分内容终于化为铅字，广大读者也可品评并见证这一巨著之隽永。
” 她的日记究竟为什么能得到如潮好评？
让我们翻开日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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