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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

前言

索莱尔斯有一句格言：“独特，这就是文学艺术的规律，”他的《女人们》就是这样一本书——    这
是一本很奇特的书，作者写起来也许很不容易，但也可能相当容易。    这是一本不容易读的书，你也
许在读的过程中，不止一次想把它放下，也许你即使耐着性子读下去，最后仍未读完，但你不论读了
多少，总不会把它与其他的书混淆起来，世上千书一面何其多？这似乎就足以构成此书的特色了，你
还不会轻易忘掉它，世上令人过目即忘的书又何其多？这似乎也可算是此书的一种成功，你愈读下去
，愈读得多，愈读到最后，你会觉得获得的信息量愈多，受到的启示愈多，可咀嚼回味的东西愈多。 
  如果以上这些话并非虚夸之词，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一本值得耐着
性子读下去的书，是一本自有其价值的书，要不然，索莱尔斯怎么把它从自己为数甚多的文学业绩中
挑选出来视为自己的代表作？要不然，伽利玛这样的权威出版社怎会把它列入它影响巨大的FOLIO丛
书？要不然它怎么被译成了多种语言，销售量相当惊人？    何况，要耐着性子读下去的书，有很多都
是大值得一读的书，而无需耐着性子就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书，有很多却正好是不值得去读的书。    这
部书可以说像一个有巨大规模的万花筒，它里面充满了万千块五彩缤纷的碎片，思想观点的碎片，体
验感情的碎片，信息见闻的碎片，故事经历的碎片，构成了包罗了世界万物的图像。    像卢梭在《忏
悔录》的开篇宣称他的自传将是一本最坦诚的书、他自己将被证明是世人中最好的一个那样，作者索
莱尔斯在《女人们》中，一上来就出言不凡，说他一直在寻找某个敢于道出世界全部真相的人，寻找
“几个时代的揭示者”，可是，他没有找到：“我翻开书籍”，“可是没有”。看来，只好由他自己
来充当了！他宣称自己是“前所未有的航海家”，他将致力于“揭示”、“探索”、“用X光拍到命
运的照片”、“掀开大自然的面具”⋯⋯于是，他开始写这本书，他不怕吓唬了读者，预先警告说：
“这本书是陡峭的。”    是否“陡峭的”，我们暂且先不管，因为，一开始还很难下结论，但我们最
初的印象却是，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它像是一个巨大的充满了万万千千碎片的万花筒。    这里的
思想的碎片，显然是多得难以计数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文学艺术的、道德的、宗
教的、性的、生理的、心理的⋯⋯无所不有，一部书涉及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所有一切领域，这也许是
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至少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看来，作者特别重视自己如此丰富、如此庞杂的思想
见解，并急于表述，因此，从作品一开始，如像啤酒瓶刚拔开瓶塞一样，思想见解就像喷泉似的往外
进射，似乎作者无穷无尽的思想，都要一涌而出，它们拥挤在一起，互相碰撞，互相堵塞，争先恐后
，以急速的频率一一往外蹦跳，作者对自己的思想是那么乐于表述、急于表述，而且老是那么意犹末
尽。即使在叙事的过程中，还不时有一阵又一阵喷泉似的涌发。    但是，如果你要从这一阵又一阵的
喷发中看到一段段展开的议论、阐述与评说，你一定会落空、失望的，这里不仅没有成系统的理论、
没有成篇的高谈阔论、没有集中的分析论证，也很少有成逻辑联系的段落，有时甚至没有独立完整的
文句。你见到的往往是一个个命题，一个个短句或短语，由它们构成思想、构成观点，就像你经常在
银幕上看到导演要表现对某一个事件的观点与看法时，往往只让一些报纸书刊上的无数个标题一闪而
过那样。    当然，也有不那么绝对的样本：    “世界改变了基础⋯⋯永远的基础改变了世界⋯⋯麻醉
下的手术，移植术，改变循环⋯⋯这像一个时期的气氛那样不知不觉地开始了⋯⋯某些灾难、爆炸、
战争、两三个危机的加剧⋯⋯然后，缓慢的、顽固的浪潮淹没了一切⋯⋯带走了一切⋯⋯从何时开始
的呢？十五年前？二十年前？也许在最近完成的最后的就位之前，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也许在封
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前一直如此⋯⋯我不知道。我不再知道。有时我感到那么无聊，以致我似乎觉得
毫无办法，这不是荒谬、毫无理智，不是最近文学上的陈旧的东西，恰巧相反，这是一种无法支持、
无法忍受、不能分享的明晰，是关于鸡与蛋的绝对理喻⋯⋯深知底细后的忧烦⋯⋯没有任何浪漫情调
，说到底，没有任何悲剧色彩⋯⋯什么也没有⋯⋯物换星移，新闻的重复⋯⋯灰色的电视、报纸、广
告、梦游一般的队伍、揭幕仪式、辩论、结束语、要求、宣誓⋯⋯他们好像对什么也不怀疑⋯⋯年迈
的黑格尔说：‘历史结束的时候，死神将过着人类的生活⋯⋯好啦⋯⋯预言应验了⋯⋯⋯’”    这样
的表述，像是一个人在喃喃自语，或者用法国文学中专门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只不
过是理性思维的内心独白，它即使带有相对完整性，但其断断续续、不连贯、不带有较强的逻辑性，
都是显而易见的，你也许能概括出点点滴滴的思想见解，也许很难概括出来，但它都非常鲜明地传达
出某种基调、某种色彩、某种情绪、某种语气，对读者构成一个整体性的精神形象：这是一个人带着
不满的、怀疑的、审判的眼光，在注视、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世界的每个方面与每个部位，他充满了对
世界的焦虑与不安、厌烦与反感。他已经得出了很多否定性的结论，甚至有不承认一切的虚无主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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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

彩⋯⋯请看这样愤世嫉俗的论调：    “1857年，美好的时代！桂竹花香！一片碧绿，清新的空气，令
人赞赏的逗点⋯⋯现在，机械，卫生普及，大家必须通奸⋯⋯在这方面，她们变成了商店和其他的人
一样⋯⋯安全⋯⋯财产⋯⋯担保⋯⋯经济⋯⋯但是歼击机有时会找到同谋者⋯⋯在使用雷达的人中间
⋯⋯在交易的电话总机员们中间⋯⋯在它自己的地面基地里⋯⋯直到他妻子家里⋯⋯并且，我们不知
道它什么时候攻击⋯⋯有时，很长时间里什么事情也没有⋯⋯我们对自己说，这次可好了，他改邪归
正了，疲倦了，上年纪了，身体垮了，死了⋯⋯过时的典型⋯⋯可是后来，它又出现了，变了样子，
喷涂一新，换了机身，穿云破雾，‘技术更先进了’！全新的旋转炮，新的火箭，火箭弹和鱼雷，把
一个正在建设的大坝一口就吞掉了”。    如果，我们把“歼击机”视为类似麦尔维尔著名小说中的白
鲸那样带有邪恶性的象征，索莱尔斯《女人们》中这类断断续续的“议论”，就不乏丰富的意义了。 
  我们不能过久地停留于议论这部作品在精神、思想方面的特征与性质，虽然看来作者的确是想写出
一本精神味、思想味比较浓的书。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中总要有那么一些具体、实在的东西，时问
过程中、空间范围里的一些人与事。    这部小说所讲述的，概括起来说，就是叙述者“我”与一些人
物的事。不过，在这里，不论是“我”，还是“我”所经历的事，以及“我”与之有过这种关系、那
种关系的各种人物，在空间范围、时间过程、具体形象上，都不完整，读者要从小说里组合出“我”
以及与“我”交往的人的清晰而完全的形象，排列整理出“我”所经历的那些事的发展顺序与具体过
程，那可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不过，总可以见到一些点滴、片段与大概
吧？这倒还是可以的。    就人物而言，尽管思想的碎片无所不包，尽管对客观现实的印象无所不包，
尽管对人对事的感受无所不包，然而人物的范围与数量都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范围与数量相当小，
它既没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千殊万类”构成了“多达三四千人的社会戏剧”，也没有左拉
《卢贡一马卡尔家族》中“散布在当代社会每个角落”中的无数人物，构成了“整个一个社会的群体
”。索莱尔斯的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限于知识分子阶层，而且主要只是知识阶层中的一个特定的圈子，
它属于社会的左翼或至少是带有左倾的色彩，这里有“革命理论的先导”“马克思观点的皇帝”，有
权威的学派领袖人物，有自称比塞利纳走得更远的文人，有每天写一篇社论的新闻界人物，有政治记
者，有无政府主义者，有妇女运动的领袖，有使馆工作人员，妇科专家，羽管键琴演奏员，有混迹于
文化圈子里的各种人⋯⋯    这些人物往往只是在叙述中被提及，被忆及，或者只是在一个场合中一闪
现，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有完整的体貌形象，有清楚的历史经历，有全面的社会关系，他们都只是一
个个姓名符号，再加上若干零星点滴的“档案材料”，就像一张被撕碎了的照片，很多部分都已失落
，粘贴在《女人们》这张照片上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碎片或片断。这些碎片或片断，有些并不怎么说
明问题，不足以反映出这个或那个人物的性质或特点；有些碎片或片断，倒也具有相当强的表现力：
对于安娜短短一小段的追忆，就把她以领袖夫人自居、爱“干预朝政”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形象表
现了出来；对于吕茨的一小段叙述，则把一个左翼政治人物深层心理的变态展示得极为尖锐。    叙述
者“我”，要算是作品的“人物网络”的中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品中并不存在的所有的人物都
勾连在一起的“网络”，“我”只不过是唯一与所有人物都有联系的一个“中心”而已。这个“我”
当然也是文化学术界的一员，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非洲、印度与中国；他懂得很多，关心与
思考的问题几乎世界万物无所不包；他掌握多种语言，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等等。他所
从事的工作也相当多，搞新闻、写评论、作翻译、上讲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也参加左翼党派活动
，似乎还搞过点“秘密工作”，他还进行文艺创造，就像纪德的《伪币制造者》中有个人物与作者本
人一样也在写一部同名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女人们》中的叙述者“我”，则在写一本名
叫《女人们》的长篇。而且他的朋友还担心他会把这本小说写得相当“黄”，就像我在把索莱尔斯这
部小说列入“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的选目中时，确曾担心过有德之士会觉得这部小说写得“黄”
一样。⋯⋯总之，这个中心“我”，接触过、见识过、思考过、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东西，然而，索莱
尔斯却从不原原本本把这一切介绍出来，叙述出来，表现出来，不把这一切的空间展示得一清二楚，
也不把这一切的时序排列给读者看。他只致力于表现这个“我”所思考、所见闻、所经历的事情的碎
片，这个“我”与其他人物交往关系的碎片，即使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女人们”，叙述者“我”与
女人们的关系与交往，在书中也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碎片。    就事件内容与情节发展而言，小说里没
有整一的故事，事件的时序是难以排列出来的，很难说有多少具体而清晰的因果结局，唯一可见的一
个“结局”，那就是“我”的一个女友在巴黎一场暴力事件中丧生，“我”也丢掉了在报社的职位，
而不得不返回自己的国家美国。小说不仅没有事件统一的发展始末与一清二楚的时序，而且也没有一
件件事情的完整而具体的过程，小说中一个个具体的细节倒是有不少，但是这些细节的来龙去脉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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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

不清楚，时空定位不清楚，具体氛围情境不清楚，于是，小说中全部的客观生活内容，小说中所有的
人与事，几乎都仅仅展现为一块块不完整、不连贯、零星散乱的碎片了。    思想的碎片、事件的碎片
、时空的碎片、风物景观的碎片、人物的碎片、自我的碎片、社会交往的碎片、男女性爱的碎片⋯⋯
碎片，都是碎片，这就是《女人们》这本小说。你可以说这些碎片，像一盘散沙，数量庞大而又零落
散乱，你可以说这里根本不存在传统的小说结构法则，也不存在传统的叙述学规章，似乎“无规章”
就是这里至高无上的规章，这里君临一切的法度，这也许是作者写起来可能相当容易的原因。    不过
，这无数熠熠发光的碎片是如何挟带出来的？是被什么挟带出来的？是如何形成了一个碎片之流的？ 
  《女人们》的这种情况似乎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娜塔丽·萨
洛特的《天象馆》、罗伯·葛利叶的《嫉妒》、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等等这个系统的小说
有些相近，但也有些区别。如果说在上述这些小说中，意识流动状往往是靠“无意识自由联想”或“
潜意识自由联想”来进行的话，那么在《女人们》中，那种各种成分的碎片呈流动状则较多地是靠思
维逻辑来带动的，靠叙述者“我”的理性思考来带动的，当然，无意识自由联想以至潜意识自由联想
在这里也经常出面，并且也起了很大的“带动作用”。    不论是自由思考也好，还是自由联想也好，
《女人们》在这两个方面的特点，都清楚地表明了它的现代性，表明了它属于二十世纪那股强大的小
说创新的潮流。它属于这个潮流，但它并不完全与意识流小说雷同，也不与各种品牌的“新小说”雷
同。要知道，“新小说”在法国就有罗伯·葛利叶、娜塔丽·萨洛特、克洛德·西蒙、米歇尔·布托
这四个类型、四种品牌。索莱尔斯要参入小说创新实验的潮流而不与别人雷同，的确殊非易事，他的
《女人们》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我们把他列入“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原因就在这里。何况，
索莱尔斯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一位很有文学实绩的作家，将在文学史享有一席地位
的作家，而《女人们》正是他自己认定的一部代表作。    方法归方法，价值归价值，这样一部碎片散
落式的作品的价值何在？    碎片散落式，既是它的弱点，也是它的优势，究竟有哪一部思想集中，故
事情节整一，人物形象完整的小说，能道尽世界万物、社会万象？即使《人间喜剧》《卢贡一马卡尔
家族》这样规模宏伟的典范之作，离这样一个终极目标仍很遥远，《女人们》中以无数的碎片，却似
乎涉及更广、触及更多。如果其中的每个碎片都比较精粹莹透，无数碎片的纷飞散落未尝不可以形成
对世界、对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包容态势，如果每个碎片的确都熠熠生辉，未尝不可以对人形成满天
灵光似的无穷启迪；如果每一个碎片的确都色彩鲜明，具有表现力，未尝不可造就天女散花式的美感
？《女人们》是否做到了，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做到了？不同的读者也许会有不同的回答。    但是一点
是可以肯定的，现代的读者在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里，很可能对那种把笔墨集中在一个议题上、集中
在一个故事情节的始末上、集中在一个人物的形貌特点上的繁详的、放大镜式的文学描写，已经愈来
愈不习惯了。他们反倒会觉得《女人们》中那种跳跃式的、瞬息万变式的风格自有其道理与可取之处
。是的，这无疑是一种现代趣味的风格实验，它是否获得了成功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不同
的读者也许又会有不同的回答。    尽管索莱尔斯可以漫天撒散他的碎片，但他一确定他的书名，一旦
给了它这个标题《女人们》，他就不得不有一个相对集中的磁场了，他就不得不相对集中在“第二性
”这片天地了，因此，在这部小说里，与女性的交往、与女性的性关系、对女性的认识见解、对女性
的感受与体验，着实相对地占有较大一点的比例，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以碎片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或
大或小的碎片。这些碎片里，无疑有不少感性的，具体的东西，但作者决非刻意绘声绘色以引起感官
刺激，他追求哲理，或至少追求若干哲理色彩，他经常把性事叙述加以哲理化，甚至不去叙述性事的
过程。    不论是哲理也好，是哲理色彩也好，反正他在小说里已经把对女性的认知、体验与感受，集
中概括为一个颇有震撼力的命题，骇世惊俗地宣称：“世界是女人们的，男人们只是一堆渣滓，冒牌
货”。他小说中的这个主题，是与歌德《浮士德》的结尾所高歌的“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走”的这
种浪漫理想相同，还是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中的女权主义思维接轨？    看来，都不见得
。因为索莱尔斯在宣称“世界是女人们的”之后，紧接着又宣称“世界是注定要死亡的”，这就在他
与歌德、西蒙娜·德·波伏瓦之间划了一道界限，这就清楚地表明了索莱尔斯的复杂性，表明了《女
人们》中哲理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许又是这部小说值得一看的理由。    一九九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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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

内容概要

法国作家索莱尔斯的名著《女人们》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对女性的认知最有震撼力的作品”，它的出
版引起轰动，在文坛刮起了“女人旋风”，成为文坛的一大奇观。小说的主人公“我”正致力于为一
本名叫《女人们》的书，以表现我的所见、所闻，朋友们都在担心“我”这部书会为的的比较“黄”
，因为书中“我”与女性的交往，对女性的见解，与女性的性关系，对女性的感受与体验，着实占了
相当的篇幅。但“我”立志要原原本本的表达事实，所以书衷必须存在具体的感官刺激，“我”决非
故意以此来取悦读者，这无非是“我”提示真实的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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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

作者简介

索莱尔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思想家，与罗兰·巴特、克里斯特娃等同为法国结构主义
流派的代表人物，并成为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思想先锋之一。其主要作品：《天堂》《女人们》《游戏
者的肖像》《秘密》《卢浮宫的骑士》《固定的激情》《无限的颂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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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

章节摘录

从那个时候起⋯一我好像觉得有某个人可能敢⋯一我寻找，我观察，我聆听，我翻开书籍，我读，我
反复读⋯⋯可是没有⋯⋯不是真的⋯⋯没人谈到这件事⋯⋯无论如何，不是公开谈到⋯⋯隐语，雾，
云，影射⋯⋯从所有那个时候起⋯⋯多长时间？2000年？6000年？从有资料的时候起⋯⋯某个人应该
可以说出来，说出真情实况、被人相信的、可以杀人的情况⋯⋯但是。什么都没说，几乎什么都没说
⋯⋯神话、宗教、诗歌、小说、歌剧、哲学、合同⋯⋯好吧，的确，有几分勇气⋯⋯但是，总的来说
，整体很快倾向于夸张、扩大、神经质的罪行、效果⋯⋯没有任何东西、或者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来说
明原因⋯⋯原因。    世界是属于女人们的。    也就是说属于死亡。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在撒谎。    
读者，抓紧些，这本书是陡峭的。你不要半途就感到厌烦了，注意。书中将会有细节、色彩、靠近的
场景，乱七八糟的东西、催眠状态、心理学、狂欢节。我在写一位前所未有的航海家的“回忆录”，
他是几个时代的揭示者⋯⋯揭示了起源！探查到了秘密！用爱克斯光拍到了命运的照片！揭开了所谓
的大自然的面具！错误的、幻想的、紧张的庙宇，深藏起来的谋杀，事物深沉的底层⋯⋯自从我在这
个马戏团里被制造出来之后，我玩够了，感到无聊得令人发疯⋯⋯    世界是属于女人们的，只有女人
，她们一直知道这个，她们一直不知道，她们不可能真的知道，她们感觉到了，她们预感到了，这个
就是这么组织起来的。男人们呢？渣滓、假领导、假神父、勉强凑合的思想家、卑鄙无耻的人⋯⋯被
愚弄的管理者⋯⋯骗人的肌肉，被替换的、被代表的力量⋯⋯我要试着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为
什么。倘若我的手跟着我、我的胳膊不自行落下去、我中途不累死、尤其是我能够说服自己的话：这
一揭示是针对某个人的，同时，我又差不多可以肯定它不能击中任何人⋯⋯    清算？没错！精神分裂
症？怎么回事！偏执狂？好多了！机器使我发疯了？同意！厌恶女人？这个词语没有力量。厌恶人类
？您开玩笑⋯⋯这里，在这些书页当中，我们将比古代的、前天的、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后天
的所有知名人士走得更远⋯⋯在高度、宽度、深度、恐怖程度，并且在旋律、和谐、曲折方面要远得
多⋯⋯    我真的是谁？没什么关系。最好还是呆在暗处。黑屋子里面的哲学有⋯⋯我只不过请为这本
书签上大名的作家和我讨论某些观点⋯⋯我为什么选择了他呢？因为他被人憎恨。我了解过情况，作
过凋查，我需要一个相当知名、又确实受人憎恶的人⋯⋯一个感到怨恨的人、水源被毒化的技术人员
⋯⋯我在这上面有自己的看法⋯⋯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您会看到的，您会看到的⋯⋯为什么使用
法文呢？传统问题⋯⋯法国人、有些法国人最后对我要描写的舞台知道很多事情⋯⋯况且他们十分好
奇⋯⋯好像主要的幕后活动是在他们那里就近安排的⋯⋯此外，如同当今所有的事物一样，这继续下
去、变得越来越穷⋯⋯一面是变化的，另一面是火星照命的①⋯⋯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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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

编辑推荐

索莱尔斯编著的《女人们》的主人公“我”正致力于为一本名叫《女人们》的书，以表现我的所见、
所闻，朋友们都在担心“我”这部书会比较“黄”，因为书中“我”与女性的交往，对女性的见解，
与女性的性关系，对女性的感受与体验，着实占了相当的篇幅。但“我”立志要原原本本的表达事实
，所以书衷必须存在具体的感官刺激，“我”决非故意以此来取悦读者，这无非是“我”提示真实的
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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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

精彩短评

1、但我觉得其实和女人关系不大，到是涉及了很多观点
2、第二部還沒讀完。啊啊啊
3、介绍説是部好作品，又加上现代化，也就买来阅读
4、总的来说，不是很好看，这书"黄"得很生硬，很像格力耶的《情感小说》。。。巴尔特的八卦
在p114-122.化名沃思（Barthes=Werth）
5、弃
6、在荒唐的甚或色情的叙述中，作者隐藏了自己的虚无主义，以及对庸俗社会的强烈敌意，自我放
纵成为了他获得自由的怪异的通道，然而结果大为不妙——当炸弹事件发生的时候，他看到了：自由
是一种绝望。在叙述的技巧上，自然是非常迷人的，乔伊斯的影子漂浮在小说之中，但基本符合常理
的叙述，又让小说的可读性得到了保证——可惜我不懂法文，不知道这是不是译者刻意的改变，但愿
不是吧！奇怪的是，这样一部书，居然在法国畅销？法国人终不能及也，若我泱泱大国，只配低级的
图书畅销不衰也。
7、我又一次彻彻底底的被坑了。这着实是一本我完全看不下去的书。全书的思想和语言都过于零碎
，到处都是省略号，仿佛是一个垂死之人的走马灯和临终遗言，让我颇感茫然。我想看的只是一部脉
络清晰，语言精准的小说而已，有那么难吗？

8、读不下去啦！
9、“用不着谎言。
世界属于死亡。
就是说交给了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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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

精彩书评

1、最明显的错误，就是92页的“黑格尔的全部著作⋯⋯《思想现象学》”，嗯，我觉得叫它精神现象
学更好看更美观一点是吧。还有崩克，我在想是不是朋克呢，至于图尔那多我觉得是图尔尼埃吧。我
只知道黑格尔有小逻辑大逻辑什么的，那伟大的逻辑又是什么呢？看了100页，发现作者明显在评论60
年代法国思想界，目前目最明显的错误，就是92页的“黑格尔的全部著作⋯⋯《思想现象学》”，嗯
，我觉得叫它精神现象学更好看更美观一点是吧。拉康和阿尔都塞已经中枪，另外还有三岛由纪夫同
学虽然他好像和法国没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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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

章节试读

1、《女人们》的笔记-第207页

        “1984=希伯来的5744。因为组成5744的字幕是Tav、Shin、Mem、Daled。这个意思是‘消灭’⋯
⋯但是，如果您在‘真正光明的’、共济会年历5984年呢？其头一个月是在三月份。”

2、《女人们》的笔记-第21页

        性交圖集繪製技術不，要做的事是艷遇者把自己器官端部與被插入的肉體理解性迴避相遇時的確
切感受記錄下來

3、《女人们》的笔记-第65页

        緩緩地⋯⋯這不⋯⋯我游泳⋯⋯我又上來了⋯⋯我露出頭來了⋯⋯當我到達水面時，我向自己道
了早安，如同我手腳並縛在底艙裡結束了一次長途旅行⋯⋯我做夢了⋯⋯夢見我成了自己鉛注一樣的
身體的俘虜。光線照不到我，我在一個清醒的、無夢的睡眠中生活。時間像一只冷冷的翅膀在我臉前
環繞通過，但是沒有展開，沒有前進⋯⋯船的兩側是鐵或是鋼做的。我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辨別不
出來。但是，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我‘想著’那邊我的替身，在地球很遠的地方；他走著，說著話，
喝著，吃著，或者睡著⋯⋯我想着：他睡著了。我也得睡覺了。他在受苦。我大概一定也不舒服。他
在思考。我的頭腦在那邊在也琢磨⋯⋯然而什麼也沒有感覺到，所以，好像我變成了自然生命的雕像
。彷彿我是過著我的生活的死者。我想，所以我死了。或者還是說：死神想著我，所以我愚蠢地想像
我存在。一種魔法⋯⋯一種迷惑⋯⋯我僅僅是在水里、在大洋的底部、還是更殘酷地(上帝知道為什
麼)在太空之中呢？正在默默地、成球狀地、盲目地向著土星、火星、海王星、天王星、金星飛去呢？
或者飛得更遠？飛到太陽的另一邊、恆星們的另一邊，它們無用的、爆炸的、病態的碎片的另一邊，
它們噴射閃亮毒藥的腐敗的瘋狂的另一邊？⋯⋯

4、《女人们》的笔记-第6页

        倘若您在這裡，眼睛睜開看著這些文字，這就是說您出生了。生下來是男還是女？他或者她？活
動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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