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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萍

当下真人秀节目发展得如火如荼。《奔跑吧兄

弟》结合游戏与戏剧元素，在叙事上进行了积极探

索。相较第一、二季，其第三季的叙事性更鲜明，

本文拟以第三季为范本，对其进行叙事学分析，希

冀为提升我国真人秀节目的竞争力提供启示。

叙事即讲述故事事件，事件的关键是引发状况

发生变化。叙事学探讨叙事文本内在构成及各部

分间的关系，其研究层面有两分法与三分法。托多

洛夫主张用两分法把叙事文本分为故事和话语。

热奈特提出三分法：故事、叙述话语、叙述行为。

相较于两分法，三分法增加了关于叙述行为的动态

分析，显得更全面。本文拟以三分法对《奔跑吧兄

弟》展开研究。

一、故事层面分析

故事是作品内容，属被叙述层面。故事层面关

注故事产生及构成。

1. 叙事母题

叙事母题并非传统叙事学的考察对象，但事

实上母题对故事框架形成意义重大。“母题”指在

一部奏鸣式乐曲中反复出现的旋律，后被移植至人

文学科领域。歌德认为，母题是“人类过去不断重

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①汤普森把

母题要素分为故事主角、情节背景中的事项、单一

的事件。②作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最小叙事单位，

母题包括人物、情节、行为单元。一个母题可复写

出不同文本，而有的作品无法单靠一个母题构成，

需多个母题结合。与母题的客观性不同，主题具主

观色彩；母题数量有限，主题却无穷。母题与原型

联系密切，体现了集体无意识，即“种族和人类共

有的超个性心理基础，是一种普遍的、反复发生

的心理内容和一种具有古老和神话色彩的思想形

式”。③

《奔跑吧兄弟》第三季中，“仙童救牡丹”体现

了“护主”母题；“芯片争夺战”拯救地球情节包含

了“拯救”母题；“劳动竞赛”回到上世纪80年代，

体现了“怀旧”母题；“家族复兴之战”对外族人、

继承人的找寻及外族人的报复结合了“回家”“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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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及“复仇”母题；队员结盟体现了”契约“母

题，内鬼情节属于”背叛“母题。母题既有文学传

统的力量，作为种族记忆，它能激发深层情感体

验，故也有社会心理力量，能唤起认同感。《奔跑吧

兄弟》正是通过蕴含母题的故事框架设计，让节目

在母题强大的召唤力量中吸引关注。

2. 事件

作为故事细胞，事件是行动、过程和变化，故

事至少包含两个事件。根据事件重要性，事件间可

形成纵向、横向关系。

（1）纵向关系：纵向关系的事件重要性不等，

有等级从属意味。罗兰•巴特把事件分为核心事件

与卫星事件。④前者指重要事件，属故事转折点，可

形成故事架构；后者指意义小的事件，虽非故事关

键，却能充实核心事件，有类似于细节的作用，形

成审美价值。叙事是核心事件与卫星事件交替出现

的过程。《奔跑吧兄弟》的核心事件分为内核事件

与外核事件。内核事件是各队比拼，完成任务，旨

在形成冲突性；外核事件是给内核事件编织的戏

剧化框架，如完成任务过程被赋予情节，外核事件

可形成故事性。卫星事件散布于节目，可形成情趣

性，如“仙童救牡丹”中队员对着装的相互打趣，

虽不构成节目框架，却非闲笔，突出了人物性格，也

增强了娱乐性。

（2）横向关系：横向关系的事件重要性相

当，事件可续性依靠空间因素和时间、因果因素

形成。相较而言，前者主题性更强，后者戏剧性更

强。“劳动竞赛”“偶像天团大比拼”“舌尖上的

跑男”，分别以“劳动”“音乐”“美食”为主题进

行空间性延展，如“劳动竞赛”围绕“劳动”主题

延展出四个竞赛类别。“仙童救牡丹”“芯片争夺

战”“家族复兴之战”的故事架构则依赖时间及因

果因素形成环环相扣的故事脉络。

布雷蒙根据事件组合方式把叙事序列分为基

本序列和复合序列。基本序列由三个功能构成，即

情况形成——采取行动——达到目的。⑤《奔跑吧

兄弟》以收到任务——采取行动——完成任务体现

基本序列。基本序列虽构成完整故事，但故事可能

过于简单，需增加变化，复合序列通过对基本序列

的变形，使叙事更曲折。

《奔跑吧兄弟》的复合序列表现为连接式与镶

嵌式。连接式指叙事序列前后连接，镶嵌式即在某

一序列中插入另一序列。“仙童救牡丹”运用连接

式：第一序列为武则天派杀手杀牡丹，有仙童营救

牡丹，当仙童任务失败，节目展开第二序列，即紧急

关头武则天感动于牡丹气节而下旨赦免牡丹，杀

手和仙童变敌为友，需共同完成新任务，方能让牡

丹重新绽放。“芯片争夺战”在芯片追寻战框架中

镶嵌了地球人猜测谁是混入团队的利莫里亚战士

过程。镶嵌式采用故事套故事的方式，总故事框架

为第一叙述层，嵌入的故事为第二叙述层，从一个

故事层进入另一故事层，在文本内部形成交流，使

叙事富有生气。

3. 人物

事件必然涉及人物及其行动。人物在叙事中的

作用通过功能与性格实现。

（1）人物功能：叙事学把人物抽象成叙事功

能，并不考虑人物个性。普洛普认为人物功能是故

事不变因素，人物性格几乎可忽视。他梳理出承担

功能的七种角色：主人公、假主人公、对头、赠与

者、帮助者、公主或被追求的人、派遣者。格雷马斯

把结构主义尤其是二元关系引入叙事学，提出“行

动素”概念，区分了行动素与角色，认为行动素是

角色的类。他将七种角色概括为由六个行动素组

成的三个对立项：主体/客体、发送者/接收者、接

收者/反对者。⑥主体是追求某种目的的角色，客体

是追求的目的；发送者是引发主体行动的力量，接

收者是承受者，接收者与主体常为同一人物；帮助

者是给予主体帮助者，反对者是阻挠主体达到目

的者。

《奔跑吧兄弟》中，主体是队员，客体是任务；

发送者是发布任务的导演，接收者仍为队员；帮助

者常表现为提供帮助的路人，各队队员互为反对

者，加入内鬼情节时，内鬼与本队队员也形成反对

者关系。不难看出，行动素与人物关系并非完全

一一对应。有时同一行动素由几个人物充当，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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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也可担当几个行动素。行动素提示了二元对立

关系对叙事的重要性，因此节目在设置人物时，不

要生硬照搬六个行动素，而考虑人物关系中二元对

立关系的构成。

（2）人物性格：尽管叙事学重视人物功能而忽

视人物性格，但人物性格对叙事的作用不容小觑。

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是行动的模仿”，而“行动

是由某些人物来表达的”。⑦《奔跑吧兄弟》的兄弟

团组建充分考虑队员性格搭配，节目更以字幕凸显

队员个性。“仙童救牡丹”中邓超“学霸、队长”、

郑恺“小猎豹”、陈赫“搞怪无敌手”、Baby“全民

女神、女汉子”、李晨“最强大黑牛”、王祖蓝“超

级无敌捡漏王”、鹿晗“亚洲超人气偶像”等字幕，

让每位队员个性清晰，戏剧性由此产生。

二、话语层面分析

话语是作品表达，属叙述层面。话语层面涉及

故事加工。

1. 故事时间

故事时间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叙事时间是

故事在文本中呈现的时间。《奔跑吧兄弟》在叙事

时间上主要运用时序与时距。

（1）时序：时序是叙事时间中最易注意的因

素。时序有故事时序与叙事时序。叙事时序包括追

叙和预叙，前者即对往事的追溯，后者指提前讲述

未来。“仙童救牡丹”运用预叙，告诉观众仅鹿晗

是仙童，其他队员都是杀手，他们均不知鹿晗真实

身份，鹿晗将暗寻机会撕去杀手名牌。预叙预示了

结果，“谁是仙童”的猜测已有答案，受众的紧张

感看似消失，但“仙童会怎样偷偷撕掉杀手名牌”

的好奇心让受众产生另一种紧张感。在“舌尖上

的跑男”中，当黄渤与跑男们探讨撕名牌技巧时，

屏幕推出字幕“这看似平常的技术讨论隐藏着什

么呢？”，而后画面回退，字幕显现为“前一天下午

17：00”，黄渤的秘密任务浮出水面，对“布置秘密

任务”的追叙，使受众对秘密任务产生深刻印象。

“对付顺序安排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常规，它也是

引起对某些东西注意的一种方法，以便强调以及产

生美学和心理学效应”。⑧

（2）时距：时距可形成叙事节奏。一个叙事文

本可不用时序处理，如完全以故事时序叙事，却无

法回避时距，因为叙事节奏必须重视。时距可分为

省略、概要、场景、停顿。省略指叙事时间为零。概

要的故事时间长于叙事时间，它既可提供背景，也

可衔接两个场景。场景的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大

致相等，对话是典型的场景，场景常用于展现情节

高潮、事件转折点等。场景与概要常交替出现以形

成节奏变化。就停顿而言，叙事时间大于故事时间

且故事时间几乎为零。停顿常表现为静态描写、叙

述者的干预，如评论、解释等，在电视文本中还表

现为定格、慢镜头等，与静态描写相对的动态描写

属场景，是时间流程中的描写。

《奔跑吧兄弟》强调纪实性，有助于形成纪

实效果的场景这一时距类型使用较多，这些场景

表现为队员对话等。用以衔接场景的概要多以字

幕或以导演发布任务的同期声出现。不同时距的

处理也体现了戏剧性因素的差异。“家族复兴之

战”中，队员需找到镜子以获取外族人线索，戏剧

化因素较强的寻找过程以场景呈现，例如搞怪的

陈赫、女汉子Baby的寻镜经过，而忠厚的李晨的

寻镜经过因平淡而被省略。这期节目在展现邓超

类似变色龙的穿着时，回放了“仙童救牡丹”中邓

超相似的雷人造型，在时距上形成停顿。时距选

用并非只是节奏问题，它能实现创作者的表现意

图，“每个事件占据的文本篇幅说明了作者希望

唤起注意的程度”。⑨

2. 叙述声音

叙述声音与“谁在说”关联，它来自叙述者。叙

述者不等于作者，作者是创作作品者，叙述者是叙

述事件者，叙述者由作者创造。叙述者根据其在故

事中的位置，分为故事外叙述者和故事内叙述者，

前者以旁观者身份叙事，后者则作为故事中人物展

开讲述。《奔跑吧兄弟》主要以局外人身份叙述，以

实现叙事时间的自由处理和叙述者的灵活干预，如

评论性字幕的自由介入。叙述者还可根据被感知

程度分为外显的叙述者和内隐的叙述者。外显的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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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者常显示出话语态度及存在的痕迹，背景介绍、

概述、评论均属此类。内隐的叙述者以中立态度让

人物自己展现言行。《奔跑吧兄弟》采用外显的叙

述者与内隐的叙述者交替出现的方式。客观记录队

员言行的部分属内隐的叙述者，用字幕评论人物、

进行概述则属外显的叙述者。外显的叙述者与内隐

的叙述者穿插出现，可形成节奏变化，也赋予节目

风格：内隐的叙述者体现纪实风格，而以调侃性字

幕显现外显的叙述者则突出了娱乐风格。

3. 叙述聚焦

热奈特区分了“谁说”与“谁看”。叙述声音由

叙述者发出，而叙述聚焦由聚焦者完成，叙述者与

聚焦者可为同一主体，也可归于不同主体。叙述聚

焦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零聚焦对视点无限

制，即“聚焦者＞人物”。内聚焦的聚焦者为故事人

物，意味着“聚焦者=人物”。外聚焦中“聚焦者＜人

物”，文本只呈现人物言行，并不揭示内心。《奔跑吧

兄弟》主要采用零聚焦以实现叙述的跨时空、队员

言行展现的自由及字幕揭示人物内心的灵活。

4. 悬念

悬念通过设疑团激发受众兴趣，分为局部悬

念与整体悬念。局部悬念常以设问方式出现，“仙

童救牡丹”中，“是谁引来这山呼海啸？”字幕引出

郑恺出场。整体悬念是一期节目疑团总指向，有两

种情况：一是受众与人物均不知答案；二是受众知

道答案，而人物蒙在鼓里。每期《奔跑吧兄弟》都运

用第一种整体悬念，即观众和队员均不知完成任务

的结果，“内鬼”情节有时也用此种悬念，观众与其

他队员均不知“内鬼”是谁。“内鬼”节目有时还用

第二种整体悬念，效果类似于希区柯克所强调：观

众想冲着人物大喊“小心哪，他就是凶手”，于是观

众有了渴望知道后续发展的另类紧张。“芯片争夺

战”把谢娜和王祖蓝的利莫里亚战士身份告知观

众，在知晓真相的观众与一无所知的人物之间形成

另一种戏剧张力。

三、叙述交流层面的分析

叙事可形成文本，也是过程，叙事过程的核心

是交流。雅恩认为，叙事文本的交流涉及人物与人

物、叙述者与受述者、作者与读者。⑩查特曼也提出

三个交流层次：叙述者与受述者、隐含作者与隐含

读者、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k综合其看法，文本内

部的交流涉及人物与人物、叙述者与受述者、隐含作

者与隐含读者，文本外部的交流发生在真实作者与

真实读者间，此文本与彼文本间也会形成交流。

1. 文本内部的交流

“隐含作者”由布斯提出，他认为隐含作者是

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l隐含作者以特定立场创

造作品，真实作者是未进入创作过程的现实生活中

的个人。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对应隐含读者和真实

读者，隐含读者是隐含作者心中的预设读者。《奔

跑吧兄弟》中，真实作者是主创个人，无论谁任主

创，隐含作者都是同一的，均以传递不畏挑战、真

实快乐精神为指向，而隐含读者正是与隐含作者取

向对应、追求真实的快乐的人群。

正如有隐含作者就有隐含读者一样，只要有

叙述者就有受述者，叙述者与受述者的交流不言而

喻。隐含作者、隐含读者不同于叙述者、受述者。隐

含作者体现了作品隐含的立场，但他并非讲述故事

者。叙述者承担了讲述故事任务，隐含作者通过叙

述者引导真实读者转化为隐含读者，进而接受隐含

作者传达的世界观。《奔跑吧兄弟》以外显的叙述

者通过调侃性字幕，把隐含作者主张的快乐精神

传递给隐含读者乃至真实读者。

人物与人物间的交流构成节目的重要特质。队

员互动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个性展现，也凸显了温

馨的人际关系，契合了新媒体语境下受众对情感的

需求，即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所预言“高技术与高情

感相平衡”。队员与导演、与工作人员间也时有交

流，导演及工作人员以出同期声甚至出形象方式介

入节目。这些交流衔接了任务环节，也开放了叙事空

间，场内与场外的融合形成别样的节目风格。

2. 文本外部的交流

文本外部的交流有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的互

动，如主创与观众的互动，也借由互文性，即“某

一具体文本同其他外部各种因素的所有复杂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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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m形成节目文本与其他文本交织。“仙童救牡

丹”融入武则天传说，“劳动竞赛”穿插怀旧老歌，

“偶像天团大比拼”形成与《中国好声音》的互文

关系，“舌尖上的跑男”与《舌尖上的中国》形成

文本间性，“家族复兴之战”加入悬疑剧、穿越剧

元素及《大话西游》“月光宝盒”情节。第三季运用

文本间性形成文本开放性，古与今、真人秀与影视

剧、此节目与彼节目相互渗透，在引述的混杂中节

目生发出全新特质。

四、《奔跑吧兄弟》叙事策略的意义

在新媒体时代，“探索与创新精神”成了重要

的互联网精神。n借助组合创新，节目每期加入一

个影视剧叙事框架，弥补了此类节目竞技规则易

雷同的弊端，游戏规则在与剧情碰撞中不断焕发

新意。

与新媒体时代相伴随的是参与式文化。增强叙

事性，形成召唤结构，是受众参与明星真人秀节目的

可行性方式。“召唤结构”是英伽登阐释学概念，其

表现形式多样，如陌生化、形成空白等，“其根本原则

是造成本文与读者间的不对称，从而形成交流”。o

在陌生化方面，通过对节目进行剧情化设计，运用电

影叙事技巧，如闪回、悬念设置等，对人们熟悉的传

统真人秀节目超越、变形，影响受众原有经验，唤起

其新鲜感。而形成空白，如展现形象、突然中断、情节

转换等，可让节目含有适当不确定性，激发受众调动

思考与想象填补空白，引发其深度参与。

互文性策略更利用粉丝力量让《奔跑吧兄弟》

发展为现象级节目。珍妮•史特格曾言：“在每个人

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曾经是某种程度上的粉丝。”p

《奔跑吧兄弟》利用互文性在节目中杂糅某类或某

部影视剧的叙事元素，把影视剧粉丝转化为节目

粉丝。

探讨《奔跑吧兄弟》的叙事，目的并不在于关

注其具体策略，而在于关注叙事学原理及其运用。

对其他真人秀节目而言，简单复制《奔跑吧兄弟》

的叙事策略并非明智之举，结合节目特色对叙事

学原理进行个性化运用才是制胜之道。而如何不

断挖掘新叙事元素，避免模式化叙事以保持节目活

力，也是《奔跑吧兄弟》需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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