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都能讲好自己的故事

南开大学 刘俐俐

“讲好中国故事先要讲好自己故事”，是个意义丰富且朴素的表述。由此引

发了我的思考：讲好自己的故事，从人类故事活动来看，有怎样的学理根据？故

事活动过程包含哪些部分？讲故事和听故事具有怎样的关系？中学语文教学如

何激发学生讲好自己故事的潜能呢？

一、故事活动是人类天性的体现

为什么叫做故事活动？故事活动的完整表述为：“讲述/书写与倾听/阅读故

事”。故事活动包括三个基本阶段和实体。即故事即讲述/书写主体、故事话语、

故事倾听/阅读主体。人类的故事活动从有语言开始就出现了。

先说故事活动是人类天性的体现。故事活动来自人类叙述的本能。所谓叙述，

符号学家说：“某个主体把人物和事件组织成一个符号组成的文本，让接受主体

能够把这些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理解成有内在时间和意义向度的文本”。这个定义，

从媒介维度来说，适合于诸如文字、语言、影像、实物、心像、身体等各种媒介；

从体裁来说，适用于纪实型和虚构型等各类体裁。从时间向度来说，适合于过去、

现在和未来。因此，是广义叙述学的叙述
①
。叙述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仅以语

言叙述来说，从襁褓阶段起我们就听故事，学着重复故事。例如两岁的小女孩向

她妈妈模仿来的一个故事：她自己成了自己故事的女主人公：“妈妈抱着小宝贝

来回地走，然后小宝贝觉得好受多了”
②
。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Haeckel）提

出从个体发生学即可概括系统发生学。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的简短而迅速的重演。

同理，今天可以观察到的儿童讲故事现象，就是人类童年阶段的样子。可见，人

类只要开口叙述，即有最基本情节和人物卷入，故事就发生了。所以，确如萨特

说的，人类的生存等同于讲故事，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人的生活包围在他自己的

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他通过故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

故事。今天，我们依然随处可见各种形式的故事活动。故事与人类天性相吻合，

①
参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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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伴随人类至今。

人类为什么始终需要故事？缘自人类与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即人类需要意义。

人做任何事情，均与意义相关，人类赋予某事或者某行为以意义，由此获得满足

感。人类学和心理学发现：“大多数人（包括男人和女人）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

标，都愿意承担艰难困苦，而且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事实上，他们常常为了自

己的信仰而承受苦难。……人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存在。他以自我为中心，但又

不可避免地要与自己的同类交往。他是自私的，但他又可以做到最高的无私。他

为自己的需要所控制，但又发现只有使自己与自身需要以外更广泛的东西联系起

来，他的生活才会有意义。”
①
人意识到自己行为和所做的事情具有意义，就会感

到满足。反之，则产生“荒诞”感。所谓的荒诞感，就是只有涵义而没有意义的

不适和可怕。荒诞感是非人的感觉。荒诞派戏剧和小说，就是通过再现“人类的

状况在本质上已荒诞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种状况只有通过自身荒诞的文学作品

才能得到恰当的表现”
②
。故事所以始终与人类不弃不离地相伴随，就是因为人

类通过讲故事满足对意义的需要。

籍此看既有口头故事和作家文学的故事，均为人类不同时期不同意义需要状

况下所讲述。源自上古口耳相传后被文人辑录成文本的《山海经》《淮南子》等

上古神话，作为口头故事是人类想象和解释天地如何形成、人类始祖如何诞生的

产物，确实，那时的人类期盼了解自然，精神上得到安慰和确立信心，由此讲述

了这些故事。后世以文字书写但尚不为小说的故事，如先秦诸子寓言，中学语文

课本中的有《庄子》的《庖丁解牛》《呆若木鸡》《混沌之死》，《孟子》的《生于

忧患，死于安乐》，《列子》的《杞人忧天》《两小儿辩日远近》等。两汉时如《新

序》的《叶公好龙》，《说苑》的《螳螂捕蝉》等。六朝志怪故事如《列异传》，

志人故事如《世说新语》中的《陈太丘与友期》《咏雪》《乘船》等。就是人类需

要懂得人生与世事诸般道理……需要知道各种社会和大自然的知识而讲述的故

事。人类的需求随着社会形态和经济政治变化而随之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唐

宋时期，不少文学家还特意不以文学为目的地书写寓言故事，如柳宗元的《临江

之麋》《黔之驴》等。当然，作家文学中叙事性文体的小说，更是讲故事的绝好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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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87年版，第 412-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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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我国的《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等都有韵味隽永的故事。至于民

间口头故事和传说，更是源远流长。《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是查找民间故事

类型的工具书。分为动物故事、一般民间故事、笑话、程式故事、难以分类的故

事等五大类。比如笑话类中，就有“笨人的故事”等。民间口头故事讲述活动一

直延续到如今。我国河北藁城耿村，被誉为“中国故事第一村”，“耿村民间故事”

2006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都湾镇民间故

事，2008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这些故事村的故事活动，

缘于讲述时空、媒介、故事模式等变化，均呈现出衰落趋势。但绝不证明人类不

需要故事了。

人类天性的重要方面，是有好奇心，倾向于有趣味的感性事物，喜欢追根究

底，跟着事物发生发展地向前走，直到真相大白。喜欢追求秩序。想想小孩子听

妈妈讲故事，孩子总是不断地问：“后来呢？后来呢？”就明白了。我们看电影

和电视剧，总是直到最后得知大结局才心满意足。这样的心理，恰与故事特性相

吻合。民间故事形态研究专家和叙事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民间故事和作

家书写的小说故事，共用同一个基本语法。朴素地说，就是一个陈述句的展开。

故事总是从平衡被打破开始，主人公寻找新的平衡，新的平衡再被打破，再寻

找……。复杂故事的反复螺旋向前的过程就长一些，简单故事，该过程就短一些。

而且人物作为角色担负着陈述句的某个根本功能。陈述句展开的过程，有各种力

量此消彼长地影响着追求某目标的主体，情节变得波澜起伏、趣味横生，吸引人

类好奇心跟着前行。回忆阅读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一睹究竟的好奇心，

就明了故事活动与人类好奇心的天性如何一拍即合了。质言之，故事活动与人类

始终相伴随，除了人类需要意义之外，更因为它有趣。

如前所述，故事活动包括三个基本阶段和实体。即故事即讲述/书写主体、

故事话语、故事倾听/阅读主体。涉及到人的行为，就是故事的讲述者（书写者）

和倾听者（阅读者）。那么，故事活动中，这两种主体是怎样的关系？进而言之，

与讲好自己的故事又有怎样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了故事的“一次讲述”与“二次

讲述”。

二、故事的“一次讲述”与“二次讲述”

按照广义叙述学的理解，人类在叙述中卷入了人物和事件，就形成了故事活



动。叙述的媒介既包括文字、语言，也包括图像、雕塑、胶卷、身体、影像，甚

至心像、心感和心语等。既可以是纪实型的，也可以是虚构型的。并可在过去、

现在、未来等各种时间向度上展开
①
。本文立足于中学语文教学，所以，将故事

活动讨论局限于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讲述的故事，纪实或者虚构，以及时间向度两

方面则不加以限制。在故事活动中，语言文字为媒介讲述的故事涉及“一次讲述”

和“二次讲述”。

1、什么是“一次讲述”？

口头故事和作家叙事体文学如小说讲述故事，都由叙述主体讲述人物和事件

所组成的有着因果关系的过程，展开故事这个陈述句。此即叙述学的“一次叙述”

概念。我们称之为故事的“一次讲述”。口头阶段故事的“一次讲述”，其叙述主

体是集体。没有张三李四的具体人。即某个地域的民族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经

过漫长的不断加工、变异和流布成型，民间故事人每一次讲述现场，都不是复述，

而是独特的具有表演性质的“一次讲述”。且是独特的“这一个”。这种口头故事

活动，听者在现场即时接收，活动活动直观。作家文学如鲁迅的《故乡》，鲁迅

委托的叙述者“我”的讲述，就是故事的“一次讲述”。

2、什么是“二次讲述”？

“一次讲述”的结果，是一个故事的完整话语系统，即所谓的故事本体。故

事需有人倾听或者阅读，才算获得实现，成为完整的故事活动。故事听者和阅读

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将故事文本的过程、情节的因果关系搞清楚，在脑海里将

故事完整化，究其实为故事接收者再把这个故事讲给自己。只有此时，故事才算

有了着落。故事接受者的这个活动，叙述学叫做“二次叙述”，我们称之为故事

的“二次讲述”。美学家说过，故事依存的文本，不是已经“被构造好的”，而是

“不断构造的”。可以理解为，“一次叙述”的结果是“构造好”故事，“二次叙

述”是“不断构造”的过程。

“一次叙述”“二次叙述”的概念，其理论依据为接受美学，即把任何一部

文学作品的含义和美感特点解释为一系列具有语意和美感的“潜在可能”的思想。

3、中学语文教学中故事的“一次叙述”和“二次叙述”的关系

中学语文教科书，是诸多文学选集之一种。与教学任务紧密联系。中学语文

①
参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12月版。



课本内容，选取原则为稳定的、没有争议的、经过历史检验的文学经典作品，是

一种教学选集。“教学选集是文学经典系统化和学院保持自我不朽

（self-perpetuation）的有力工具之一”。①
因此，各地各版本的中学语文课本

中的小说作品篇目，从时间和国别维度说，分布于中国古代小说、现当代小说、

外国十九世纪以来小说，以及 20世纪小说；从篇幅长短维度说，有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中的长篇小说均以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章入选。从意蕴和

风格维度说，有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有现代主义色彩和意识流小说，也有

其他风格如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等。创作这些小说的作家，如英国作家狄更斯，

他操纵“我”作为叙述者讲述《穷人的专利权》这个故事。法国作家莫泊桑则以

第三人称讲述了罗瓦赛尔夫人丢失一串借来的假钻石《项链》，从而改变人生的

故事，卡尔维诺以第三人称讲述了德国兵入侵意大利，扫荡村庄且抓各种牲畜而

最后丧命的连环套故事。……无论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可靠或者

不可靠，都是作家操纵之结果。可以理解为，作家是这些作品的“一次叙述”者。

“一次叙述”的故事呈现为作品文本。文本等待读者解读。解读即为“二次叙述”。

经过“二次叙述”，意味一次完整的故事活动形成了。中学语文教学过程的“二

次叙述”，包含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教师作为引导者但绝非替代者。学生是地

地道道的“二次叙述”主体。

中学语文教学中故事的“一次叙述”和“二次叙述”的关系在于：其一，“一

次叙述”是培养学生提高“二次叙述”的资源，诸如泰戈尔、高尔基、鲁迅、狄

更斯、都德、欧·亨利等伟大作家，他们的“一次叙述”展开了一个开阔丰富的

世界，其中蕴藉着作家们伟大胸襟、对人生与世界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人类真诚

炽热的爱。他们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们“二次叙述”的能力。学生们“二次叙述”

能力提高的结果包含内容非常丰富。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来说，消费直接就是

生产，即学生消费了优秀作家的故事，同时也就生产了对优秀作品的需求，需求

内容可细致地分解为：对人类深刻思想和伟大胸襟的需求，对伟大人性的需求，

对各种人生哲理的需求，以及对于美的追求需求等。对于美的追求需求，是指提

高了审美的感受能力，从而更渴望接近美的事物和美的艺术品。此外，就是生产

出自己叙述自己故事的愿望、趣味和能力。这些能力体现之一，就是学生的“二

①
李玉平：《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学经典》，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70页。



次叙述”。其二，“二次叙述”具有多次性和不断深化性。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就

《为什么读经典》说过，经典就是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的作品。

可以理解为，文学经典就是具有不断被人们重读的作品。语文课本所选均为经典

作品，可被一代代学生反复重读。即便同一个学生，随着对意义需求和审美能力

的提高，以及知识面的拓展，他/她的“二次叙述”也是多次性的，且一次次深

化。由此可知，在语文教学中，“一次叙述”对应于多次“二次叙述”。语文教学

潜力和空间非常大。

三、语文教学的任务在于激发学生讲好自己故事的潜能

什么是自己的故事呢？自己的故事，一定是故事的“一次叙述”。质言之，

自己作为叙述主体的原创故事。具体涵义有：其一，自己内心诞生、确有心得、

如鲠在喉不说不快的故事。文学经典中的故事均如此。泰戈尔的《喀布尔人》的

故事，出自泰戈尔对孩子内心世界的感受和体悟，对孩子的慈爱之心，深切地体

会了被敏妮叫做“喀布尔人”的阿富汗商人阿曼和敏妮年龄相差巨大的两个人感

人的友谊。他真诚地赞美了纯真的忘年友谊，认可其重要的人类价值。其二，凭

借自己的想象，构想人物和人物之间关系形成的具有因果关系的情节，且渗透了

自己认定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其三，用个性色彩的有性格的语言讲述出来。这

是如何讲的问题。如王旭明社长的文章中所举的例子：当主持人问一个讲故事选

手：“你最喜欢哪门课，如不喜欢，说说为什么？”选手答“我最喜欢上体育课，

尤其是篮球课。每次我们相聚在篮球场，心情就特别放松。传球、带球、投篮，

真是太爽了！完全忘记学习压力和老师严肃得有点吓人的脸。”这个讲述出自爱

玩且爽快的孩子，他内心真情实感，更有追求，叙述句子、词语选用和语气，都

与个性相符合。虽然尚不是曲折的大故事，但说它是个故事片段则毫无问题。确

有心得、如鲠在喉、凭自己想象、用自己个性化语言，方方面面都符合自己的故

事的标准。可见自己的故事，不仅叙述出自个人化的自我，更在于出自内心世界

和精神需求。

语文教学如何激发学生讲好自己故事的潜能呢？可概括为：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

首先，引导学生成为合格的“二次叙述”主体。在我看来，让学生记住故事

的“一次叙述”的内容，不是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主要任务应该是激发（激活）



学生热爱、体悟、认可和追求故事的“一次叙述”的特质，知道这些伟大作家如

何用真性情，说真话，把真话说得感人形象和有趣。我们知道，面对同一个故事

的“一次叙述”，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二次叙述”。因此在明确前述教学任务

前提下，鼓励学生大胆讲述各自独特的“二次叙述”，只有出自切身理解，用自

己的语言，即便有差距和偏离，也是合格的“二次叙述”。质言之，以真情和个

性化语言作为衡量的“二次叙述”的标准。学生们在这样原则的鼓励下，所说依

然是故事的“二次叙述”，但已经具有“一次叙述”的特性。有理由相信，学生

的“二次叙述”必定逐步接近“一次叙述”。理由就是英国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述的观点：文学艺术作品与你我均不具利害关

系，乃为超然之物，宜于被你我以及所有读者和观者以客观公正的旁观者心态恰

当适宜地接受。也就是说，是最宜于无功利性地被准确接受的对象。让读者和观

者最适宜于客观地认可作品中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其次，引导模仿文学经典“一次叙述”的故事模式，自己另行设计题目，讲

述自己的故事。比如“故乡与返乡”是中外作家都喜欢讲述的故事模式，虽是如

此，经典作品的故事总是浸透了作家的独特思考，总有别样味道。如鲁迅的《故

乡》。那么，尝试以此模式讲讲自己的故事会怎样？

再其次，把自己的故事讲生动，是个实践问题。语文教学必定让学生词汇量

逐步增加，体会和理解不断加深，用来组织到自己内心想讲述的故事构想中的能

力不断提高，相信学生自己的故事讲述得会越来越生动。

本文最后，有必要重述一个理论实践双重性难题：毋庸置疑，故事有优劣之

分；讲述自己的故事与讲述一个优秀的自己的故事也有所区别。那么，学生接触

劣质故事，以及自己讲述的故事不怎么优秀，是个客观现实。那么，语文教学中

让他们接触故事、激发他们讲述故事的能力，还有意义吗？这个实践性问题引起

了理论家的思考。这就是美国叙事伦理学家布斯教授提出的“伦理教学之下的悖

论”问题。布斯教授认为，无论让学生接触故事有怎样麻烦的“悖论”，但是他

坚信：学会听故事和自己讲故事，必定会逐步获得倾向好故事、排斥坏故事的能

力。听听他说得多好：“教学生投入性地、批判性地阅读（或观察、倾听）是至

关重要的，因为学生正是从一个个或长或短的故事而非戒条中汲取教训，学会如



何面对伦理的复杂性”。
①
当然，叙事伦理和故事对人的伦理培养，这是个复杂的

理论问题，为另外论文之任务。

少年强中国强，中学生人人讲好自己的故事，中国的大故事一定能讲得更好。

①
（美）韦恩·布斯《修辞的复兴》——穆雷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3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