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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活着》

前言

　　尼娜的日记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尼娜的日记是对枯燥课程和累人考试的例行抱怨，是对同学和名
人的痴迷暗恋，是内心对派对、白日梦的种种渴望，还是与姐姐们或父母的争执后窥镜自照的烦恼与
不安，抑或是对未来的恐惧一把青春期的所有抑郁情绪和不安分的情愫都写进了日记里？　　不同的
是，尼娜是一个天生的作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虽然未必会让她觉得庆幸——她在俄国历史上最
特殊的时期之一记着日记，当时正在对她的家人，比如她的父亲，进行惩治性流放。　　史书的特点
在于提供一种严谨的述说，但是一册如尼娜日记般末经润色又坦诚的日记，却用生动的即时性语言向
我们讲述了她曾经历的生活点滴。比如，她和家人用难听的话回敬上门搜查不利证据的警察时的横直
不吝；她一会儿在课堂上哄闹捣乱，一会儿又从门上揭下宣传标语的率性而为；还有她正在作业本上
胡涂乱抹，突然被叫去接受政府警察的质问时的慌乱。　　我们阅读尼娜的日记，在这个叛逆少女的
身上看到极富革命性的倾向，她对校内校外的生活都感到厌烦，表面上只是为自己不尽如人意的外表
耿耿于怀、局促不安，而内心的感受却一如潮水般澎湃。　　同时，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地逼近他
们。尼娜同她坚定的父亲一样，是一位洞察时事、具有自由思想的公民，也是斯大林政府若想取得成
功必须镇压的对象。　　是的，与阅读二战时的安妮日记，还有波黑战乱中的莎拉塔日记一样，我们
如今怀着惊奇而又忐忑的心情继续阅读这个俄罗斯少女的日记。尼娜活泼、聪慧、敏感，对于身边政
治风向的细微差异明察秋毫——她是我们曾经拥有，或者说曾经养育过并为之骄傲的那一类青少年，
他们为文学而生，面对暴风雪心态坦然。她说；“我愿成为一个伟大而不凡的人。”　　有一句谚语
这样说道：当心你许下的愿望，日后或许会成真。照此看来，尼娜的日记确实称得上伟大。尼娜本人
于1993年逝世。只要世人对曾经过往的时代仍有浓厚兴趣，仍会心存疑问，那么她所写下的日记就将
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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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活着》

内容概要

克格勃最新公开的档案中，一个名叫尼娜的女性“政治犯”在少女时期的日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日
记显然被内务人民委员会仔细研究过，其中用来作为证据指控她有罪的文字都已被用红色的铅笔划出
。她的父亲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受到迫害，不是经常被捕入狱就是被流放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因此，
尼娜偶尔会在日记中发泄自己的恼怒，日记中诸如此类的文字，都被当做了将她定罪的佐证⋯⋯史书
的特点在于提供一种严谨的概观，但是一册如尼娜日记般末经润色又坦诚的日记，却用生动的即时性
语言向我们讲述了她曾经历的生活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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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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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活着》

书籍目录

推荐序导读英文版出版说明第一本日记第二本日记第三本日记尼娜父亲的书信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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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活着》

章节摘录

　　1933年5月25日　　昨天起床的时候，脚还没着地，我就注意到了书桌最下面的那个抽屉，日记本
就在那抽屉里多余的床垫下面。抽屉没关好，还有白色的纸片伸在外面，像被匆忙塞回去的样子。我
冲过去打开了抽屉，日记本躺在边上，没被床垫遮住。“奇怪，有人偷看过吗？”一想到有人发现了
我的内心世界，发现了我的渴望与抱负，发现了我最私密的想法与感受时，我心里就冒出一股怒火。
“肯定不可能有人读过！”不一会儿，热妮娅拿了个红色的小丝绸枕套进来，上面还放着一件针织套
衫。“来，尼娜，这是你的吧，是吗？”　　“是的，”我回答，不动声色地接了过来。但她一走，
我就懊恼地把枕套往桌上一扔，双手抱头，大叫：“噢，畜生！猪！”枕套原本是放在最下面的抽屉
里的，现在我确信不疑：一切都很清楚了。我蹲在地上，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想起放在窗台上的多
年的那把旧得发锈的钥匙。“说不定就是那把。”我拿起钥匙，试了几下，就把抽屉给锁上了。　　
对于那个偷看我日记的人，我并不是很生气。我知道他们不会再看第二次，现在完全安全了。但是那
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又发现了另外一些蛛丝马迹，显然有人试着开抽屉，但是钥匙保护
了我。我决定找出这个人是谁，到底想要干什么，于是我去问莉莉娅：“你开过我的抽屉吗？东西都
被翻过了。”“东西有没有被翻过我不知道，不过我很想把它打开，你上锁了，对吗？”　　“是的
。”　　“为什么上锁呢？我想要那个植物标本集。”　　我真是无话可说。　　热妮娅和莉莉娅还
在开心地唱歌玩耍，叽叽喳喳。我的心好痛，喉咙里堵着什么。生活真可怕！有时候好想找个人诉说
一切，这让我窒息的一切，我想依偎着妈妈或是姐姐们，像孩子般痛哭一场，尽情地流泪。那样儿会
好受些。可我以后该怎么办呢？不能再这样生活了。　　要是有点儿毒药就好了。　　　　1933年6
月2日　　我现在已经回到莫斯科了。昨晚很早就到家了，是30号早上出发的。不会有人认为我对爸爸
带我去的乡下很失望吧？噢，当然不！我还没待够呢。　　妈妈和我当时是坐9点的火车离开莫斯科
的。车厢里人不多，火车开得慢极了，车轮滚动发出响亮痛苦的撞击声。窗外吹进一阵凉风，天色发
灰，云雾低沉。火车驶过田野、森林和小村庄。铁轨的右侧密密麻麻地种着一排低矮的冷杉。墨绿色
的冷杉与柔嫩新绿的合欢树小树丛奇怪地混合在一起。　　透过敞开的车窗，我看着摇曳的桦树、冷
杉，还有偶尔出现的细长的红棕色杨树。大自然的景象真的能用语言描述吗？描述之后能让人在脑海
中勾勒出它色彩鲜明又自然的画面吗？不可能，那种触及不到也无法定义的“某种感觉”无法言喻。
只有天才艺术家才能捕捉到。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目标就是描写大自然，我很努力地去做，但是⋯⋯
没什么进步。我已经决定用画笔代替钢笔或铅笔来描绘自然了——毕竟以前学过画画。没准毕业后还
能去纺织学院的艺术系工作呢。当然了，得努力才行，但那算得了什么呢？有目标就会让生活变得轻
松些，这绝对就是我要奋斗的目标。　　　　1933年6月3日　　在交叉纵横的铁轨边走了几步我们就
看到了爸爸。他慢慢地靠近我们，拄着根白色的拐杖，那佝偻憔悴的身影和胡子拉碴、晒得发黑的脸
，显得他非常劳累。时间真是无情。　　我们三个走进了火车站旁的一间屋子里，里面的牌匾上写着
“大堂”与“便餐”。门口的右边，有卖报纸、杂志的。有几个人在那里排队，爸爸排在了最后面。
我和妈妈走到一张桌子边，把东西放在椅子上等着。几分钟后，爸爸拿着报纸走了过来，我们就出发
了。在穿过小镇后，开始沿着两旁是无尽的绿色田野和红棕色耕地的湿泥路往前走。　　穿过一座小
桥之后，我们又走上一条湿滑的路，面前是两座石头垒砌的小平房，中间还有个半圆形的拱连着，上
面好多石灰泥已经剥落，掉在这条必经的路上。我们走进院子，爬着摇晃陈旧的楼梯进了一个门廊。
爸爸打开最后一扇门，我们走了进去。房间很小，天花板也很低，墙上贴着浅蓝色的墙纸。尽管空气
中飘散着发霉的味道，但第一印象还真不赖。房间里充满了从小窗里照进来的让人惬意的暗光，瓶子
里还插着毛绒绒的鸟樱枝和垂着的花朵。　　窗边的桌子上铺了白色的纸，靠墙放着一张铺着深蓝色
毯子的朴素的铁床。床背后的墙边角落里，宽架子上放着些小物品。还有个样子差不多的架子靠着窗
对面的墙。架子下面放着一个盖着白纸的小柜子。一堆榛木的细棍钓鱼钩躺在角落里。门的右边有一
只小瓦炉。这小得可怜的房间和这些破家具看上去很脏，如果少了桌上铺的白纸，以及从那个小柜子
上插着的鸟樱枝散发出来的芳香，会显得非常不讨人喜欢，而那有点儿泛蓝的柔光，多少会让所有的
东西都看上去更漂亮，也更优雅些。　　⋯⋯

Page 6



《我要活着》

媒体关注与评论

　　尼娜的日记犹如在压抑大脑中的一声尖叫，表面看似平静却可以震撼灵魂！　　——美国出版协
会　　尼娜在日记中一遍又一遍地写道：“我是个人。我要活着！”无法想象此文出自一个十三岁少
女之手。　　——《美国出版周刊》　　有时候，不幸带给人也许不是遗憾，而是紧闭心灵后对生活
的重新审视。　　——《每日邮报》　　我以一种近乎痴迷心态阅读这本书，一本直接触及心灵，足
以感动任何人的书！你可以想象的最乏味生活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想象的最平凡生活是什么样的？你
认为的“普通”生活对于尼娜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你在书中所看到的“特别”之处却是让十三岁的
尼娜既无力改变又无法承受的。当现实给予了一个人太多的困顿时，她所成就的不仅仅是自身的成长
，而是带给整个人类的感悟。尼娜就是这样的人。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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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活着》

编辑推荐

　　《我要活着（尼娜日记1932-1937年）》感动全世界的少女心事！比《安妮日记》更震撼，比《莎
拉塔的围城日记》更细腻，被几十个国家争相抢购的超级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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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活着》

精彩短评

1、一个小女孩从14岁到19岁的日记，大部分内容充斥了不外乎是对自我外貌的自卑、学业的不满和对
爱情的渴望。其实是一本沉闷而骚动的青春期的典型记录。然而，在很少的一些章节里，她对苏联的
社会现实居然有着如此清晰冷峻的看法，着实让人钦佩！须知14岁的时候我们洗脑的东西还都一点儿
没吐呢。文学敏锐性也很高，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评说让我也吃了一惊。通读可能会让成年人感到些许
厌烦，但确实是不错的书。书末摘录的父亲给孩子们的信，更是菁华。“凡事都要持批判的态度，凡
事都要考证，不要轻易相信什么，不懂之处可以在其他书中弄明白。”身陷囹圄之中还能给女儿写这
样的信。相比之下，我国的父母们素养就太差了。
2、好喜欢这个出自十三岁女孩写的文字......
3、看得头疼
4、可能我不能懂得这本书的好。耐着性子看了很久。但是没有喜欢。。
5、。
6、正版图书，等待阅读。
7、14岁女孩子有这样的文笔真是令人折服！感情的细腻，爱憎的分明，活下去的勇气。。。我喜欢这
样的你！
8、读不下去，青春的骚动的内容太多，我不得不承认我的青春已经远去。我还是抱着本历史书看比
较合适。
9、有些地方读上去，恍然若梦。越过那些时间和遥远的距离，曾有过的共通的念头。话说尼娜小友
，少女心也太桃花了些，不过这也证明你情感丰富么。
10、13岁的思想怎么那么成熟了
11、记录自己的专属回忆
12、心思好细腻。。她有点像个小女人。。
13、前半段还好，后半段纯青春的烦恼了⋯⋯
14、说不上来喜欢与否的日记 太过真实 反而太不喜欢
15、如此细腻，如此真挚，她只写给自己，却让世界的读者读到。
16、要好好对待日记这东西
17、90%是十几岁小女生的暗恋情怀，怎能安上“我要活着”这样的题目，并和《安妮日记》相比？
美帝对斯大林再恨，也不能乱套帽子吧
18、小姑娘很犀利，在她那个年纪，那个时代里，能有如此看法。
19、文笔细腻。记叙详细。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强烈共鸣。
20、一段历史
21、很平常的日记 但是有很多我那个年龄想过却不敢说出来的事 很勇敢
22、书胡乱翻了翻，算是看完了，结果发现有两张腰封，这是中奖了么？
23、一个十四岁女孩的日记..让所有著名作家的作品黯然失色.. 

《我要活着(尼娜日记1932-1937年)》是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感动全世界的少女心事！比《安妮日记》更震撼，比《莎拉塔的围城日记》更细腻，被几十个国家争
相抢购的超级畅销书！
24、　　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读尼娜的日记。读完这
本书的时候，我居然会冒出这种想法——终于读完了。因为日记中无数的琐事，竟也掩不住尼娜对生
命的渴望。当生活给予了她太多的苦难时，尼娜，这个十三岁的女生，笔触细腻的另有些大作家都黯
然失色！
　　
　　人心真是怪东西——不论什么情况都会存着希望。就算看上去像是一无所有了，在内心的某个角
落，某个地方，希望还是被一点点唤起，然后慢慢变大，直到完全填满你的心。
　　                       ——摘自尼娜日记
　　
　　看到尼娜日记的时候，是在西单，摆在二楼的新书展区。是她的那双真挚的、渴望的、无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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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活着》

悲伤的眼睛吸引了我。一直都认为尼娜的眼睛很漂亮，因为它们一直拥有一丝光芒，是对于某个未来
的希望。
　　是书名让我下定决心要把它买回家。黑色的大字。“我要活着”。或许是当时的我还不够认真，
不能够理解这句话对于尼娜的含义。但是我却被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尼娜说，人心是怪东西，不论什
么情况都会存着希望。我说，我很感谢这怪东西，因为它让我一直都存有希望。
　　还有你，尼娜。
25、我和尼娜太像了
26、记不清了，哥小时候看过的苏俄红色小说真多。。。坑爹的儿童图书馆
27、惊叹于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能够写出这样的内容，是内容，不是文字。。。
28、现在的人，要看看是么是活着
29、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  很容易让我想起 从很多书中看到的文革
30、看介绍与《安妮日记》齐名，本以为是介绍一个少女的家庭在斯大林时代大清洗时被压迫的故事
，看完后才发现，实际上是尼娜（日记作者）一家在被秘密警察逮捕前的日志。不过从日志的文笔来
看，一个14-17岁的女孩能写的如此的深刻，可以看出尼娜还是很有写作的天赋，如果不是因文字获罪
，导致尼娜被释放后再不写作，说不定尼娜真的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本书比较有价值的是记录了很
多1934-1937年的时事，并反映了当时普通人对政治现实的心里活动，对那段历史不熟悉的我看后，心
里还是觉得很压抑的，不过这些对历史学者应该比较珍贵，正如尼娜在日记里自己写的那样，日记“
除了抑郁就是男孩，除了男孩就是抑郁”，对我来说，反倒是书后尼娜父亲给女儿的几封信非常令人
感动，可以感受到父亲对子女深深的爱与期望，并希望与女儿进行沟通的愿望。
31、梦琪借我看的。日记体的真实性，是了解过去的一种方式。
32、明明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日记，却被作为判罪的证据
33、高中的时候在当当买书低价附送的那一本，却意外地比买的任何一本书都好看⋯那时候觉得很恐
惧，尼娜是这么美好的一个女孩子，独立、坚强有想法，尽管时有偏执。记得当时抄了很多她说过的
话，书的作者简介有介绍她的最终结局。知道以后莫名觉得很难过。可惜又无奈。
34、妮娜日记
35、都是琐事，流水账，从一个小女孩角度反映的历史
36、妮娜只是个十四岁的少女，在大兴牢狱的巨变时代里，被审查劳改流放，幸运的是活下来了，更
幸运的是被历史学家发现了她清新淡雅的文字，而公布于众，成了解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日记主要写自己的种种经历，一些事件的看法，以及青春的烦恼：对班上男生的暗恋，对友情的惴惴
不安，与妈妈姐姐的争吵，对爸爸的怨愤，对在校成绩的绝望，以及对自身的苦恼（斜视眼，抑郁症
）。
37、日记体形式，探索那种环境下一个人心灵~
38、昨天只翻了几页，觉得没什么意思；今天用了六个小时读完了，越读越觉得世界上还有人和我的
内心感受这么相像——不过我早就对爱情失去了兴趣——所以读书期间痛哭了几场。因为那里面分明
就是我的苦难，我的疑惑，我的绝望。我深切的感受到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和我一样的人，曾经有，
现在也有。其实人性总是相似，只要贯之以同样的人生现实，人们的反应大致就会一致了。最适合在
崩溃时候朗诵那句“我将死在去乡间别墅的火车下，在车轮下向外绽放微笑。”我想我也要活下去，
快乐的活下去——“我要把痛苦全都扔在他们脸上，让他们知道我快乐着呢”！
39、书中同样记载着我们的青春.......
40、除了政治背景外，她跟一般的13-17岁女生没什么区别，总是为自己的外表、学习、男生烦恼。她
是个有思想、有烦恼的普通女孩。
41、主要都是写她生活中对爱情友情的看法，而且还是日记，我很不喜欢这种像在窥视别人内心秘密
的感觉
42、　　尼娜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她的命运更是如此，每一天都胆战心惊充满恐惧不安，以我的经
验判断这种环境是人心智成长的最佳催化剂。
　　
　　国家没有主义之分，白色恐怖是独裁国家永恒的主旋律。看着80年前尼娜的日记居然让我没有丝
毫的时空交错感，真叫人毛骨悚然⋯⋯也只有在无神论的国度才会有如此让人悲愤的事情吧？
43、小女孩的文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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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越到后面越无聊。。。
45、看这样的一本日记，会时常看到自己的影子，像是自己写的日记。原来人类的想法都是惊人相似
的。
46、跟独裁国家有关，跟无神论毛关系都没有
47、可以看看。
48、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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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读尼娜的日记。读完这本书
的时候，我居然会冒出这种想法——终于读完了。因为日记中无数的琐事，竟也掩不住尼娜对生命的
渴望。当生活给予了她太多的苦难时，尼娜，这个十三岁的女生，笔触细腻的另有些大作家都黯然失
色！人心真是怪东西——不论什么情况都会存着希望。就算看上去像是一无所有了，在内心的某个角
落，某个地方，希望还是被一点点唤起，然后慢慢变大，直到完全填满你的心。——摘自尼娜日记看
到尼娜日记的时候，是在西单，摆在二楼的新书展区。是她的那双真挚的、渴望的、无奈的、悲伤的
眼睛吸引了我。一直都认为尼娜的眼睛很漂亮，因为它们一直拥有一丝光芒，是对于某个未来的希望
。是书名让我下定决心要把它买回家。黑色的大字。“我要活着”。或许是当时的我还不够认真，不
能够理解这句话对于尼娜的含义。但是我却被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尼娜说，人心是怪东西，不论什么
情况都会存着希望。我说，我很感谢这怪东西，因为它让我一直都存有希望。还有你，尼娜。
2、尼娜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她的命运更是如此，每一天都胆战心惊充满恐惧不安，以我的经验判
断这种环境是人心智成长的最佳催化剂。国家没有主义之分，白色恐怖是独裁国家永恒的主旋律。看
着80年前尼娜的日记居然让我没有丝毫的时空交错感，真叫人毛骨悚然⋯⋯也只有在无神论的国度才
会有如此让人悲愤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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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要活着》的笔记-第21页

        读到这里知道尼娜是平安夜出生。青春期的叛逆、情感上的碰撞、情窦初开的兴奋在尼娜身上一
一呈现。她用简单无法控制的冲动在日记中书写着她的青春。对现实的不满确又无法改变让她愤怒—
无尽绝望的愤怒。但爱情让内心小鹿乱撞，怕发现又怕被忽视，只能在幻想中弥漫。

2、《我要活着》的笔记-第66页

        有人天生就是很敏感的人，尼娜由于外表有很大的自卑，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束缚着她，重男轻女
的苏联也使她更加憎恨这一切。她喜欢弹琴、散步、写作、画画、阅读、还有学习。她向往自由渴望
幸福，但现实改变她的灵魂，让灵魂陷入了好辩与痛苦的可怕矛盾之中。她无法和其它人交流痛苦，
只写在日记中。一个青春期女生的日记写的像这个时代混迹北上广的30岁人的迷惘，可是她仅仅13岁
。有点怀疑这是那个时代的＂韩寒＂嘛？

3、《我要活着》的笔记-第1页

        作者的介绍：http://en.wikipedia.org/wiki/Nina_Lugovskaya
（据称也不“权威”，有待修正，但总是聊胜于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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