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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什么 
 

——《故事的语法》读后 
 

 彭笑远  
 

  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故事古已有之，流传甚广，且深入人心。无论是年幼的孩子还是

年迈的长者，很多人都喜欢听故事或读故事。可是，当有人追问“故事”是什么的时候，被问者

似乎又一下子陷入沉思，不能准确地说出“故事”是什么。而有一位学者，就一定要去探究“故

事”背后的秘密——故事的语法，他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杰拉德·普林斯。普林斯

从 20世纪 60年代起就从事叙事学研究，是叙事学从结构主义时代到后经典叙事学时代的见证者
和参与者，其著作除了《故事的语法》外，还撰写有《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叙述学词

典》《作为主题的叙事：法语小说研究》等。 
  在杰拉德·普林斯看来，不是任何人都知道如何讲一个好故事。此外，每个人都能区分故事

与非故事，也就是说，关于什么构成故事而什么不构成故事，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直觉——或者说

具有主观的确定尺度。他特意举了两个例子：有个人很快乐，后来他娶了一个虚荣而专断的女子，

然后，作为结果，他很不快乐。这是一个故事。相反，电子是原子的组成要素，尽管有意义，但

却不是故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有关于故事之本质的相同的直觉——或者说相同的

内心规则。这种内心规则似乎是人人心中都有，但又是人人说不清楚的，所以需要专家深入研究，

得出故事背后的语法。 
  杰拉德·普林斯的雄心壮志就在这里，他认为，故事的语法应当精确，应当通过运用一套特

定的规则指明一个故事怎样被生产出来，并为这一故事派定一种结构化描述，而留给语法运用者

以最小的阐释空间。而且，杰拉德·普林斯对于之前的关于“故事的语法”的研究是不满意的，

他提出，本书的目标并非批判性地检验前人的各种成就，而要根据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来重新研究和确立“故事的语法”，因此就诞生了本书——《故事的语法》。 
  首先，普林斯在《故事的语法》中确立了故事的基本结构单位为“事件”（events）。故事中
“事件”就是用来称呼该故事中的任何能够用一个句子表达的部分，如：某人笑了，这句话将代

表一个事件，因为它是一个单独的基本线索的转化。正如一个事件可以由一个句子表达，组成一

个故事的一系列结合起来的事件，也可以由一系列结合起来的句子表达。而构成一个故事所需要

的相结合的“事件”的最小数目为三个，而最小故事就是由三个相结合的“事件”构成的故事。 
  其次，在“事件”基础上，《故事的语法》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是确立了“最小故事”的

单位概念。在“最小故事”的基础上，可以由“最小故事”逐步生成“核心简单故事”“简单故

事”和“复杂故事”。一层套一层，仿佛是俄罗斯套娃一般，层层紧贴，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

普林斯的“故事的语法”的理论大厦。为了检验自己的结论，普林斯还特意就法国作家佩罗的《小

红帽》进行了分析，而之所以选《小红帽》，在普林斯看来，一是因为它有名，二是因为它短，

便于分析。 
  一本写于 40 多年前的学术著作，除了其在叙事学理论上给予我们启发外，还在治学方法上
给我们以示范。本书作者普林斯“弥纶群言，研精一理”，对于前人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梳理和辨析。每提出一个自己的理论概念时，总会梳理出前人的相关论述，经过抽丝剥茧式的论

述，得出自己的一家之言。这样，就对习见的文学体裁“故事”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真正做到

了研究的“小而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