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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分析小说“霸王别姬” 
阿丽亚•阿布都拉 

（喀什大学校刊编辑部  新疆喀什  844000） 

【摘  要】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叙事学是对以神话、民间故事、小说为主的书面叙事材料的研究，并以此为参照研

究其它叙事领域的学科。其诞生与符号学、结构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格雷马斯是法国叙述符号学的重要

代表人物之一，其在叙事体语言研究方面有一定成就。格雷马斯尝试用公认的语言范例来对于叙述结构进

行描述，通过对普罗普的叙事学理论发展和改变，研究叙事体的结构和作用。本文以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

论对小说“霸王别姬”的叙事手法进行研究，更好的解读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也更好的理解小说“霸

王别姬”的叙事风格和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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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理论最先起源于西方，是一种叙事文本的理

论，强调对叙事文本进行技术性分析。20 世纪 60 年代关
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涌现，叙事学研究得到了
很大的突破，其特点主要是以文本为中心。格雷马斯于
1966 年出版的“结构语义学”一书是这一时期叙事学研
究的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1  对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的理解 

叙事学的研究与符号学是密切相关的，格雷马斯以意
义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尝试通过语言符号和语言意义的
关系研究来对于文本的意义系统进行推理，通过结构语义
学来为相关叙事文本建立起相应的叙事语言。他指出叙事
文本叙述的是主干结构，而其深层结构也就是叙事文表面
的框架，这种框架在逻辑上是比文本要提前设计好的，也
是叙事开展的最初构想和表达形式。通过作者对表层结构
框架的组织，最终完成相应文本的叙事。格雷马斯创立了
符号学方阵，其叙事语义学对于叙事学理论发展也有一定
积极作用，其为相关类型叙事文本中的基本意指关系提供
了有效的框架模型，这也是格雷马斯学派理论得以形成和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格雷马斯符号理论和电影、哲学、
历史等学科中的部分符号学，引起了相关方法论的变革。 

在接触格雷马斯之前，对于叙事学的研究只停留在对
小说剧情的分析上，关注故事的简单叙述，没有充分对小
说中呈现的叙事文体进行剖析。而借助格雷马斯的叙事学
理论，开展小说的叙事分析，可以更好的把握小说的剧情
脉络，还能够对小说中所有人物以及剧情发展的作用等更
加清楚明了，能够更好的认识一件事情与另外一件事情之
间的因果关系，这对于理解小说作品，进行观后感写作有
一定的帮助。虽然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也存在一定的不
足，但是也在不断完善中，对于小说类的作品分析有很好
的效果，所以被后世广泛应用到文学作品点评和分析中，
也为相关词语搭配、语义生成、文章组织设计等提供了一
套完善的理论框架指导。 

2  小说“霸王别姬”故事简介 

“霸王别姬”是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代表作之一。故
事讲述了一段关于程蝶衣和段小楼历经日军侵华、新中国

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三个大时代变迁的情感纠葛，最终以
段小楼的懦弱战胜了程蝶衣的无畏，段小楼的退怯战胜了
程蝶衣的执迷而告终。 

1924 年冬天，9 岁的小豆子被做妓女的母亲切掉右手
上那根畸形的指头后进入关家戏班学戏。戏班里只有师兄
小石头同情关照小豆子。十年过去了，在关师父严厉和残
酷的训导下，师兄二人演技很快提高，小豆子取艺名程蝶
衣，小石头取艺名段小楼。俩人合演的“霸王别姬”誉满
京城，师兄二人也红极一时。二人约定合演一辈子“霸王
别姬”。 

段小楼娶妓女菊仙为妻，依恋着师兄的蝶衣，心情沉
重地来到师兄住处，把他用屈辱换来的、师兄向往已久的
名贵宝剑赠给小楼，并决定不再与小楼合演“霸王别姬”。 

此后几人经历了抗战、解放后以及文革，其中有很多
的爱恨纠葛，不同人物在故事中有不同的性格特点，也经
历了很多考验。打倒“四人帮”后，师兄二人在分离了
22 年的舞台上最后一次合演“霸王别姬”，虞姬唱罢最后
一句，用她送给霸王的那把注满她感情和幻想的宝剑自刎
了，蝶衣在师兄小楼的怀中结束了自己的演艺生涯，也结
束了这出灿烂的悲剧。故事以程蝶衣自刎谢幕，这样，蝶
衣的生命和其演艺的舞台角色似乎达到一个交融的效果，
让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成为观众的共鸣。 

小说不厚，2013 年版的只有 234 页，总共约 18 万字。
但是却写完了程蝶衣与段小楼纠缠的一生。李碧华并非事
事详写，也并非事事都略写。故事叙述的时间跨度大从
20 世纪年代 2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经历了民国、日
伪政权、内战、建国、文革，最后还提到了收复香港，并
且每个时代都有鲜明的人物，清朝刚刚灭亡，有像倪公公
这样的晚清遗民；民国时期有袁四爷这样的投机倒把发财
的人；日伪政权时期有残暴血腥的戏痴青木大佐；文革时
期有小四这样疯狂的青年......总体故事中的人物形象鲜
明、立体，每个人说的话都十分符合时代背景。 

3  “霸王别姬”的叙事过程和表层结构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故事以时间为线索，
按照整个故事的时间划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小豆子（程蝶衣）被送去戏班学艺，和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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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小楼）结识，两人共同学艺，经历了十年的共同生活。 
第二，两人学艺登台后顺利出科，并一举成名，而程

蝶衣对段小楼也渐生爱意，且这种爱意逐渐偏执。这种偏
执跟随二人跨越了三个时代，是导致两人之间情感纠葛的
主要因素。这一部分讲述了在文革批斗后，菊仙上吊自尽，
段小楼和程蝶衣被下放。 

第三，此后，落魄的段小楼和已经成为风光的戏剧指
导的程蝶衣在香港相遇，在合作“霸王别姬”后有各奔东
西。 

按照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可以将小说划分为两个
层次，一个是表层结构，另一个是深层结构。按照表层上
的行动模式划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欲望产生。这是主体行为的主动动机。因为十
年的同门学艺生活，程蝶衣深爱着段小楼。因为段小楼从
小对他的保护，所以这种情愫随着他们日渐长大，就更加
清晰了。 

第二，具备能力。在“霸王别姬”中，程蝶衣不顾世
俗眼光，深爱着段小楼，他演唱的虞姬一角深入人心，辗
转从袁四爷手中获得了段小楼心爱的宝剑，并从日本人手
中救了段小楼，也获得了与段小楼不同等演出的资格和能
力。 

第三，实现目标。按照格雷马斯的符号函数公式，F
（S）=（SVO）→（S^O），在“霸王别姬”中，程蝶衣
（S）通过一系列的手段（F），但是最后没有获得段小楼
的人和心（O），所以在小说中，程蝶衣是主体，最终失
去了原来拥有的段小楼的保护感，也失去了他们之间往日
的情谊。 

第四，获得奖赏。这是对最终状态的一种判断，也是
主客体间关系的真实性的再次确认。结果包含四种：真实、
虚假、秘密以及谎言。真实指的是在形式以及内涵上肯定，
虚假则是相反的。秘密是形式上否定，内涵肯定，谎言反
之。在“霸王别姬”的小说中，最终程蝶衣和段小楼没有
在一起，程蝶衣没有得到段小楼的爱。可见，程蝶衣作为
行动主体完全没有实现自己的欲望，所以获得的奖赏是虚
假的。 

4  符号矩阵研究 

就深层结构来分析，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强调要在故
事中探索二元对立的关系，以此作为故事推进的叙事模
式。将格雷马斯理论中的符号矩阵带入到“霸王别姬”小

说中，可以寻找出二元对立的关系有两个，一是程蝶衣的
偏执和段小楼的退怯，还有一种是背叛和无畏。以此来对
小说进行深层结构分析，就能够一目了然。 

通过符号矩阵分析，程蝶衣的偏执和段小楼的退怯是
二元对立关系，程蝶衣的偏执体现在他对于戏剧的执着以
及对段小楼爱意的执着上，而段小楼的退怯体现在他后期
对于唱戏的态度以及他对程蝶衣爱意回应的做法上。在小
说情节中，程蝶衣在文革即将来临时，宁愿用剪刀毁了自
己的戏服和绣鞋，也不愿意将这些东西拿给那些不相干的
人糟蹋，而他对于段小楼的爱许诺是一辈子，就一定要按
照一辈子的标准来，在他看来，差一天、一个时辰都不行，
可见他对于事情以及爱情的执拗。而在大环境压迫下，段
小楼后来选择成为一名卖瓜人，将唱戏完全放下了，可见，
在一些势力压迫下，他退怯的选择自保，所以就算他知道
了蝶衣对他的爱意，还是选择和菊仙过着一般人的生活，
不愿意去挑战世俗眼光，不愿意站到蝶衣的那边一起争
取。 

此外，还有一种二元对立关系是背叛和无畏。这里的

背叛是段小楼背叛了程蝶衣，在学艺以及成名之初，段小

楼承诺过要和蝶衣唱一辈子戏，但是后来他却放弃了，在

文革批斗会中，无情的揭露蝶衣的伤疤，这是比较实实在

在的背叛。而从程蝶衣来看，不管是面对抗日时期的日军，

还是对于段小楼的批斗会，他都是勇敢无畏的，他并不是

完全没心没肺，而是不愿意逃避，不愿意去说不想说的话，

做不想做的事，从一定程度来看，蝶衣是无畏的。 
通过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分析，解析“霸王别姬”

小说的故事情节和深层结构，能够更好的理解作品、理

解小说中的人物。本文通过对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分

析，运用深层结构分析和符号矩阵模式，解析小说人物

和情节，能够更好的将两位男性的爱恨情仇表现出来，

让观众看到人物内心的纠结、矛盾和撕扯。小说最终，

偏执被退怯打败，无畏也被背叛击垮，最终让人叹息，

就像戏曲中的台词一样“虞兮虞兮奈若何”，人生有很

多的无可奈何，即使去努力争取过，也不一定会得到自

己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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