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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雷马斯叙事学看《开端》从格雷马斯叙事学看《开端》

冯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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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热播电视剧《开端》的独特叙事手法和深刻立意，新鲜的 “无限流 ”设定，集科幻、探险、悬疑等元
素于一体的故事情节使其拥有极高热度和讨论度，本文从格雷马斯叙事学出发，分析电视剧《开端》的表层叙

事和深层叙事结构，梳理出隐藏在文本结构中的角色关系和故事逻辑，进一步分析该剧的成功之处和进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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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que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hit TV series “Beginning”, the fresh set of “infinite 
flow”, and the storyline integrating science fiction, adventure, suspense, and other elements have made it highly popular and 
discussed. Based on Greimas’ narrat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urfac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deep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TV drama “The Beginning”, combs out the role relationship and story logic hidden in the text structure,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success and progress of the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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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1 日，改编自祈祷君同名小说的电视

剧《开端》在腾讯视频播出，自 1 月 11 日上线后，18

日单日播放量首次破亿，19日单日播放量达到1.63亿，

25 日 VIP 大结局单日播放量为 1.35 亿，截止 25 日，总

播放量已破 13 亿。迅速成为了 2022 年开年第一部引发

广泛热议的剧集，该剧讲述了游戏架构师肖鹤云和在校

大学生李诗情在公交车上遭遇爆炸后死而复生，在公交

车发生爆炸的时间段陷入时间循环，二人从下车逃离自

救到一步步寻找真相、消除隔阂，最终阻止爆炸的故事。

对于观众而言，电视剧《开端》使用国内相对新鲜

的“无限流”设定，集科幻、探险、悬疑等元素于一体，

搭建了时间循环、寻找谜底、破解循环的故事框架，特

定的人物通过事件进入循环，直到完成某一任务，才能

解除循环，回归正常生活，剧中将一一排除公交车乘客

“嫌疑”的过程作为一道道谜题，随着剧情推进逐步展

开，让观众感受到极强的解密快感。但《开端》的火爆，

除了无限流题材的新颖可看，其基于现实世界的真实设

定让人动容，在一辆普通的 45 路公交车上刻画了一出

社会众生相，有对普通人人性的真实反映，也有对社会

底层的关照，更有男女主人公肖鹤云和李诗情成长变化

的动态刻画。电视剧《开端》的成功，离不开其突出的

叙事结构和真实立体的人物塑造，下文将从格雷马斯叙

事学的角度，分析电视剧《开端》的叙事结构。

一、施动者模型：格雷马斯结构主义叙事

格雷马斯坚持结构主义立场，认为叙事文本有表面

内容和深层结构两个层面，其表面内容也许千变万化，

但深层结构却极其稳定，格雷马斯在吸收借鉴了俄国文

学家普罗普的俄罗斯民间故事角色分析的基础上，建立

了三组对立的施动者模型———主体--客体，发出者--

接收者，辅助者 -- 反对者，并且指出这三组对立关系

足以阐明一个故事的微观域结构。格雷马斯认为，这三

组对立关系可进一步表现为愿望（主体与客体），交流（发

送者与接收者），帮助或阻碍（辅助者与反对者）。

二、《开端》的表层叙事分析

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将故事的表层叙事形态划分为

四个阶段，分别为：产生愿望、具备能力、实现目标和

得到奖赏。从此四个阶段划分《开端》的叙事过程。

（一）产生愿望

1. 自救

电视剧开始，李诗情已经在 45 路公交车上进入爆

炸循环，在两次爆炸后意识到自己乘坐的公交车爆炸是

真实而非梦境后开始采取行动，于是谎称旁边的肖鹤云

在自己睡着后摸自己，司机不能更改行驶路线，车上乘

客也不愿意一起去派出所，于是给出下一站到派出所的

建议，而李诗情为避免在桥上遭遇爆炸，央求司机在路

边停车，得到同意后想多救一些人，但没有人愿意为其

作证，只能拉下肖鹤云。在这一轮爆炸中李诗情完成了

自救，却在公交车爆炸时被摩托车撞到进入医院，目睹

了这起事故被炸伤亡的人，开始产生了拯救公交车乘客

的愿望。

肖鹤云被拉下车后依然没有逃脱被炸死亡，二人进

入了循环，肖鹤云尝试两次下车，拉响警报、敲碎车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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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作用后，二人一同下车商量对策，但二人在被警

方以事故幸存者的身份找到后，二人的循环经历让他们

在警方眼中成为了嫌疑人，警方找不到突破口，只能换

人审讯，给李诗情和肖鹤云二人设套，谎称对方已经招

供，逼迫他们说出实情，二人也因此产生仅自救和救乘

客的分歧。

2. 拯救乘客

二人在经历十次循环后，意识到自己经历的循环没

有办法让他人相信，无法取信于警方，反而让自己成为

了最大的嫌疑人，第十二此循环中，二人发现循环的时

间在提前，在这次循环中二人可以正常在沿江东路站下

车，李诗情想留下来，拯救一车乘客，而肖鹤云想脱离

循环，回归正常生活，二人在公园中争吵，李诗情决定

独自承担，但在肖鹤云在警局外了解到事故的惨烈之后，

内心难过，打电话给警局内的李诗情提醒其睡觉进入下

一次循环，至此二人产生共同愿望和目标，即拯救乘客，

阻止事故的发生。

（二）具备能力

1. 排查凶手

李诗情和肖鹤云二人在经历数十次爆炸后开始明白

在从车上醒来到爆炸的短暂时间里，仅报警而不作为的

话依然会造成伤亡，二人决定逐一排查车上乘客，找到

凶手，第一次二人检查了后上车的卢迪，但他只是一个

背着猫乘坐公交害怕被发现的二次元少年，但在这次检

查中二人收获了卢迪的“暗号”，这个暗号在最后一次

循环中成为了卢迪帮助李诗情的条件。随后的第十六次

循环中，李诗情肖鹤云二人检查了马国强脚下的编织袋，

但袋子里只有给儿子的西瓜，十七次循环中除了被忽略

的司机，剩下的排查目标只剩下提行李箱的老焦和拿高

压锅的阿姨陶映红，老焦主动打开行李箱想将卫生巾借

给李诗情排除嫌疑，直到第二十一次循环，司机和陶映

红被锁定，排查凶手的任务完成。

2. 获取帮助

主人公在多次循环中发现，需要调动公交车上所有

能提供帮助的人，才能阻止爆炸的发生，因此在十五次

循环中，二人获取了卢迪的信任，并且给出了暗号，

十七次循环中交代了老焦为了让女儿安心上学想要得到

一笔见义勇为奖金而不顾危险救火，为结局老焦帮忙做

下铺垫。第二十三次循环中，李诗情跟随江警官找到了

王萌萌案件的目击证人，获得了猥亵王萌萌的人照片，

成为最终司机放弃炸车的关键因素。

3. 通知警方

主人公在几次报警中逐渐找到最简洁和有效的报警

方式，肖鹤云在第二十三次循环中追问了张警官的电话，

从而结束这起事故。

（三）实现目标

李诗情和肖鹤云二人在第二十五次循环中，终于给

了警方最详细的凶手信息和部署计划，并争取了时间，

在李诗情醒来后发现由于肖鹤云的身体透支，不能醒来，

独自按照两人设定好的情节找到卢迪、老焦为制服陶映

红抢走炸弹做准备，张警官在桥上布控完成，在抢夺炸

弹的过程中肖鹤云苏醒并且在关键时刻制服了手拿匕首

的陶映红，李诗情在最后时刻拿出了目击者拍下的猥亵

王萌萌的男人照片，向司机说明只要放弃炸车，就将照

片交给警察，让警方重新调查还王萌萌一个公道，张警

官由此夺走炸弹，王兴德陶映红自首，至此，男女主人

公实现了目标，阻止了爆炸，拯救所有人的生命。

格雷马斯叙事学中的“实现目标”是指一个让某个

状态发生转换的行为，它有两种类型——从拥有到失去，

或从没有到拥有；函数形式为 :F(S)=[(S ∧ O)→(S ∨ O)]
或 F(S)=[(S ∨ O)→(S ∧ O)6。公式中的 S 是主体，F 是

主体采取的行动，O 是失去的或拥有的东西。在本故事

中，主人公李诗情和肖鹤云（S）通过一系列行动（F），

包括排查嫌疑、调查真相、获取乘客帮助等， 终于达成

阻止爆炸的目标，挽救了所有人的生命（O）。

（四）得到奖赏	

格雷马斯认为，是否得到奖赏表明了目标是否实现。

剧中李诗情和肖鹤云不仅查明了事故原因，找到了王萌

萌案件的真相，阻止了爆炸，还收获了爱情。老焦得到

了见义勇为奖金，让女儿能继续上学，卢迪获得了父母

的理解和支持，马国强终于与儿子相见，了却遗憾。这

是对目标实现的奖赏，也交代了这一目标的最终结果。

三、施动者模型下的深层叙事

由上文表层叙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得

出“阻止爆炸	查明真相”核心叙事阶段的三组施动者

关系及其公式。	

“循环”（发出者）	→	乘客（客体）	→李诗情、

肖鹤云（接收者）

↑

乘客、警察（辅助者）	→	李诗情、肖鹤云（主体）

←陶映红、王兴德	（反对者）

（一）主体 -- 客体

在主体 -- 客体的施动者模型中，最核心的一组关

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格雷马斯叙事理论受到普罗普

的深刻影响，其施动者模型最初也由传统民间故事衍生。

民间故事中主体	与客体的愿望关系，一般表现为“寻找”

或“拯救”主题，主体通常是主人公，而客体通常是被

主体所希望的存在人或存在物。如在经典的圣乔治屠龙

传说中。主人公圣乔治收到来自堡主的委托，去救赎堡

主被恶龙带走的女儿，因此圣乔治是故事的行动主体，

堡主的女儿也就是被拯救的客体，后续也有学者们认为，

这种愿望也可以是贪婪、嫉妒、惧怕、仇恨、感受生活、

自我实现等多种形态，在电视剧《开端》中李诗情、肖

鹤云被动进入了循环，被赋予了拯救一车乘客的任务，

二人自发的产生了调查真相，拯救乘客的愿望，成为施

动者模型中的主体，乘客作为被拯救的对象，是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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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的客体。

（二）发出者 -- 接收者	

第二组施动者模型是发出者 -- 接收者，即任务的

委派者和执行者。李诗情在买书途中搭乘公交车，被“循

环”选中进入了死而复生的时间循环，不断循环从上车

到发生爆炸的时间段，并且以入睡作为重新进入循环的

标志，而肖鹤云因为李诗情第一次成功下车被救下也进

入循环，肖鹤云以消耗身体为代价陪伴李诗情反复时间

循环。二人脱离循环的条件是调查王兴德、陶映红炸车

目的，查明真相阻止爆炸，是“循环”赋予了李诗情、

肖鹤云这项任务，因此其作为施动者模型中的发出者，

而李诗情、肖鹤云作为执行这一任务的人是施动者模型

中的接收者，而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存在与客体的关联，

即发出者为保护客体而赋予接收者任务，在“循环”中

的肖鹤云、李诗情两人随着故事的发展，逐渐了解到公

交车上每一个普通人的辛酸与善良，也由自救转变成为

拯救一车乘客，成为这一任务的执行者。

（三）辅助者 -- 反对者	

第三组施动者模型是辅助者 -- 反对者，辅助者就

是指能够提供帮助或促成愿望实现的人，反对者则正好

相反，是阻碍破坏者。格雷马斯曾经强调，角色与行动

元（施动者）并非一一对应，一个行动元可能由几个角

色表现出来，一个角色也可能是几个行动元的结合，因

此可以将剧中的多位角色对应为辅助者和反对者。辅助

者包括老焦、卢迪、张成、江枫、刘瑶、马国强等，反

对者则是王兴德和陶映红。辅助者帮助主体完成拯救客

体的任务，反对者则相反，在剧中辅助者与客体有所重

合，主体面对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必然寻求外援，

而车上的乘客作为客体是最有可能提供帮助的人，因此

客体也成为了辅助者的一部分，符合生活逻辑，更传达

出帮助别人有时就是帮助自己的暗示。而反对者从自身

带一车人为女儿陪葬来保护社会的立场出发，与主体和

辅助者立场相对，结局除了通常我们看到的制服和裁决

以外，更挖掘了两个普通人如何被逼到需要以这样的方

式唤醒社会，为女儿求得清白，剧中最终的解决方式是

打开两人的心结，也体现了该剧的人文关怀。

四、结语

从格雷马斯叙事学角度看电视剧《开端》的文本结

构和施动者模型下的深层叙事，在表层叙事方面，电视

剧《开端》将主人公产生愿望和具备能力的阶段设定完

全融入生活，产生愿望阶段两人因为自救和救乘客的问

题上有所分歧，却并未在善良与邪恶间划分明显的分界

线，剧中肖鹤云说道；“善良不是廉价的美德，它要和

能力相匹配”“我做不到你那么善良，我就是恶劣吗？”

一语道破了当前社会环境中很多人心存善意却因为自己

的弱小或艰难很难向被害者伸出援手的现状，具备能力

阶段李诗情、肖鹤云二人一步步了解乘客的背景，抓住

他们的心理从而寻求帮助，也正是前两个阶段的细致铺

垫，结局才显得顺理成章。在施动者模型下的深层叙事

中，“循环”作为非自然现象成为任务的发出者，这一

新奇的设定却发生在一辆普通的公交车和两个普通人身

上，让观众很容易有代入感，像在循环中层层闯关从而

获得游戏的快感和成瘾性，同时对于辅助者与反对者的

刻画并非是非黑即白，相反，反对者王兴德是每个人眼

中的好人，辅助者马国强曾因为杀人入狱，而他们也都

只是想要努力生活的普通人，其深刻的现实基因也在提

醒人们《开端》的美好结局，并不在真实生活中时时上演。

而电视剧《开端》的所谓“烂尾”评价，也在提醒同类

题材影视剧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结局大肆渲染所有人

的和解，过于消解了人物困境，这样对于美好愿景的表

达，削弱了一定的现实性。因此也让被剧集现实性吸引

的观众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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