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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分层: 使区隔走向融合
■陈 青 (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7)

［摘 要］ 军旅题材剧《我是特种兵》的空前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剧叙事结构的创新。而该剧的叙事结构

创新，主要通过“叙述分层”的巧妙使用而得以实现。通过叙述分层，该剧将原本区隔的两极———故事时空上的

过去与现实、人物角色的戏剧艺术者身份与特种兵身份、精神情感上的“从有到无”与“从无到有”、场景认知

上的虚拟与真实、类型要素上的军旅与警匪和青春爱情等因素有机融合在了一起。
［关键词］ 《我是特种兵》; 叙事结构; 叙述分层

2011 年热播电视剧《我是特种兵》，被誉为“一部城市

文化版的《士兵突击》、一部现代军旅版的《奋斗》 《恰同

学少年》，一部充分揭秘特种兵生活剧、一部美式情节剧”，

“继 2007 年《士兵突击》热播以来的又一曲响亮的‘士兵之

歌’”［1］。在该剧中，成功塑造了“以‘朝气’代替‘匪气’
‘傻气’”的“80 后”年轻军人“更智慧、更松弛、更个性、
更时尚，但又不失责任感，不失正义感，不失国家和民族

感”［2］的形象。笔者认为，该剧中最大的亮点，在于其叙事

结构的创新。而该剧在叙事结构上的所有创新，都源于叙述

学中一种举足轻重的叙述方式: 叙述分层。
叙述分层，是热奈特 1972 年在其《叙事话语》中提出

来的一个概念，用于描述一部叙述作品中有不止一个叙述

者且他们处于多层存在的情形。在热奈特关于叙述分层的

描述中包含了三个注意事项: “ ( 1) 在不同的叙事间有叙

述本身表示的界限，有不同的层次; ( 2) 叙述分层中第二

个叙事的叙述者是第一个叙事中的人物; ( 3) 产生第二个

叙事的叙述行为是第一个叙事中讲述的一件事”［3］。在此基

础上，热奈特还提出了叙述分层的故事外叙事、内叙事和

元叙事三个术语。不过，热奈特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概

念，也没有明确的分层标准。之后，里蒙·凯南在其专著

《叙事虚构作品中》，强调了“作为叙述对象的人物可以反

过来叙述另一个故事”这一人物关系，并且提出了“故事

层由超故事层叙述者叙述，次故事层由故事层叙述者叙

述”［4］的观点。赵毅衡在其《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

述学导论》中，提出了辨别叙述分层的标准: “叙述分层的

标准是上一层次的人物成为下一层次的叙述者”［5］62，叙述

分层的作用是 “高层次为低层次提供叙述行为的具体背

景”［5］57。综合起来即是说，我们在考察某一特定的叙述

时，需要在这一系列的叙述层次中，确定一个主叙述层次;

并将向这个主叙述层提供叙述者的称为超叙述层次; 由主

叙述层提供叙述者的就是次叙述层次。
具体到《我是特种兵》，小庄的“我”叙述构成了该

剧主叙述层; 主叙述层之外隐性叙述者对人物小庄及与小

庄共处于一个现实时空的其他人物的叙述构成超叙述层;

包括小庄回忆录中过去时空的所有其他叙述者，隐性作者

叙述过程中的除小庄之外的其他叙述者，构成本剧次叙述

层。各层叙述者分工协作，有机融合了原本区隔的两个时

空、两种不同身份、两个截然逆向的过程、两个不同类型

题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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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过去时空到现实时空的交叉并行

《我是特种兵》，通过叙述分层的方式，构筑了一个

“戏中戏”“书中书”的叙事结构。其中，小庄的“我”叙

述构成了该剧的主叙述层，构成了该剧的过去时空，叙述

了十几年前的小庄为爱情入伍、为苗连参训、误打误撞成

为特种兵及之后的营救人质、卧底缉毒、误杀小影到脱下

军装的军旅生涯。该时空在小庄误杀女友、脱下军装、蒙

上巨大心理阴影时达到高潮，并宣告结束。
在主叙述层之外，隐性叙述者对小庄的现实时空叙述

构成了超叙述层。超叙述层的隐性叙述者选定了现实时空

中的小庄作为其过去时空中故事的主要叙述者。在该时空

中，叙述了作为副导演的小庄偶遇熊人班长、写作网络小

说、遇网友丫头以及两人恋爱等现实进行，也部分叙述了

北京兵强子的缉毒警察行动。在该时空中，老炮的民工身

份，既起到触动小庄积蓄已久的感情、间接为主叙述层提

供叙述者以顺势展开过去时空的作用，也为现实时空中的

猫头鹰的缉毒行动种下了一个“小小不言的胚芽”。
超叙述层的底本时空构成了主叙述层的现实时空，主

叙述层的底本时空，构成了次叙述层的现实时空。一大半

的篇幅都是在两个时空中交叉进行，在叙述中自然更替。
在对过去时空的叙述结束以后，二者面临同样的现实时空，

虽然看似两者日趋结合界限模糊，似乎是在剧末一刻小庄

的独白中得到完全的融合，但其实主叙述层和超叙述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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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底本时空和述本时空依然不同，小庄依然只是超叙述

层中的一个叙述人物，发挥着故事叙述的功能，只是其叙

述的故事底本时空从过去转换为现在。叙述分层的独到运

用，让两个时空交叉并行，并克服了长期以来电视剧顺序

线性叙事模式中呆板、程式化及艺术美感缺乏等问题。

二、从戏剧艺术者身份到特种兵身份的有机合一

该剧中，主人公小庄一直有着两种身份。过去，他是

戏剧导演系学生和中国陆军特种兵; 后来，他又回归了两

种身份: 导演和中国陆军特种兵预备役队员。两种身份，

正是通过叙述分层，得到了充分展现。
其中，主叙述层的叙述侧重于展现其特种兵身份，超叙

述层则侧重于展现其戏剧艺术人身份。在过去时空里，特种

兵是其相对显在身份，戏剧性学生是相对不显身份，直观表

现就是，过去时空中的小庄是穿着特种兵制服的戏剧导演系

学生，是特种兵中的学生; 在现在时空里，导演是其显在身

份，特种兵是其相对不显身份，直观表现为现在时空中的小

庄是穿着平民服装的特种兵，是导演中的特种兵。
从此意义上说，两种身份，为该剧拓展了丰富的书写

空间。两种原本截然不同的身份，构成了全剧最有吸引力

的悬疑点: 两种身份是如何链接到一起的? 为何失去其中

一种身份? 又是如何失而复得? 随着剧情逐步展开，各个

问题再逐一得到解答，且每解答一个问题，要么会设置新

的悬疑，要么掀起一个高潮。

三、从“从有到无”到“从无到有”的情感突围

对于小庄而言，在两条时间线上，一条是从有到无的

情感冲击，即从“拥有全部”发展至“一无所有”，达到

故事的高潮; 另一条则是从无到有的情感突围，即从“一

无所有”发展至“拥有全部”达到故事的高潮。两条时间

线连接在一起，共同指向了小庄精神心理所经历的“生—
死—重生”的情感历程。

同样，是叙述分层完美协作分工地展现了两个过程。
其中，小庄的主叙述层侧重呈现“从有到无”的情感冲击

过程，隐性叙述者的超叙述层侧重呈现了他“从无到有”
的情感突围过程。两条时间线沿着两个相反方向行进，过

去时空以朝气、自信、阳光、个性的小庄开始，到痛苦、
绝望、自责不已的小庄结束; 现实时空以颓废、痛苦、笼

罩在层层心理阴影下的小庄开始，到成熟、稳重、睿智与

事业有成的小庄结束。
其中，最具戏剧性和转折性的，是那一枪。在主叙述

层的过去时空中，那是致命的一枪，是错杀人质、丧失爱

人、让他丢失了所有并笼罩上心理阴影的一枪; 在超叙述

层的现实时空中，那是解救人、得到爱人、让他获得重生

的一枪。面临同样对手，同样人质，他成功的一枪，是他

克服作为特种兵心理阴影的说明。能够接受与小影有着同

样面庞的丫头作女朋友，是他克服自己爱情的象征。
小庄经历的这样一次透彻、激越的情感突围，可能是

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的。从此来说，小庄不再只是一个特

种兵或者一个学生，他被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普通平凡的

人、一个面临坎坷与挫折时需获得感情自救和心理救赎

的人。

四、从“虚拟”到“真实”的真假变换

电视剧创作的目的，是通过假定性情境达到似真性认

知和情感共鸣。在该剧中， “虚拟”与“真实”往往表现

得游移不定，真假假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这种真假变化，体现在: 首先，他们第一次边境缉毒

被捕被“毒刑拷打”被“诱降”的情节，观众不知情，主

角不知情，看似真实的其实是模拟的; 其次，后期猫头鹰

缉毒行动中队员的假牺牲，观众不知情，小庄不知情，看

似真实实则被策划; 再次，小庄的首次导演电视剧经历，

被用作开展缉毒行动的掩护，观众知情，小庄不知情。
正是通过叙述层次的转换，有效实现这种真假转换。

在缉毒被捕和队员假牺牲，是在小庄的主叙述层进行，由

于作为叙述者的小庄的有限人物视角和顺序叙述，所以观

众会跟着小庄一起接受开始的被遮蔽。而在电视剧拍摄现

场，是在隐性作者的超叙述层进行，此时小庄只是其中的

一个人物，他对真相不知情是合情合理的。总之，真假变

换，是通过众多次级叙述层叙述者共同完成和实现的。

五、从“军旅”到“警匪”
与“都市爱情”的类型杂糅

与传统的军旅题材片不一样，《我是特种兵》有意识地

在军旅片稳态系统中添加了包括警匪剧、都市爱情剧等变

异性叙事元素。与李云龙的 “匪气”、许三多的 “傻气”
构成对比的是，小庄是个性、智慧、朝气阳光的，他是现

代军旅电视剧中少有的城市、学生人物新形象，加之现在

时空中的都市生活、网络作家、导演、爱情……都构成了

现代都市剧的要素。此外，毒枭女儿马琪彤、小庄与小影

的爱与死、和小影一模一样的丫头与小庄的相遇等都是爱

情剧特色。在缉毒演戏中出现的那次集体被捕以及老炮卧

底进行马家集团等一系列情节，又构成了警匪片里的必备

要素。
叙述层的分工，将这些非军旅类型元素添加到其中:

军旅剧类型要素通过主叙述层的叙述实现，其他类型要素

的添加则多偏向于超叙述层。总之，该剧中，各种类型的

要素杂糅，表现得非常成功，不同类型的要素之间水乳交

融、相得益彰，自然发展，不生硬，不扭捏作态，给人清

新、活泼的感觉。
该剧结构巧妙，创新意识明显。通过超叙述层和主叙

述层完美分工协作，既彰显了特种兵军旅生活的魅力光彩，

也融入了澎湃激越的感情冲击，将军旅内的精神与军旅外

的社会有效融合，使本剧在叙事时空、人物身份、角色情

感、情节真假以及电视剧类型要素上，都做到了由区隔走

向融合，可作为电视剧叙事的范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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