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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5年上映的电影《非常嫌疑犯》，并在1996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电影以嫌疑犯金特和

警察大卫的讲述展开，以巧妙的叙事手法吸引观众，结局也让人出乎意料。本文结合于罗伯特·麦基的

电影叙事理论，以《非常嫌疑犯》为分析对象，理解故事理论如何在电影叙事结构中表达导演及编剧的

情感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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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ual Suspects was released in 1995 and won an Academy Award for Best Original Screenplay 
in 1996. The film, which follows the story of the suspect Kint and the policeman David, engages the 
audience with a clever narrative and a surprising ending. Based on Robert McKee’s film narrative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The Usual Suspects as the analysis object to understand how story theory 
expresses the emotions and ideas of directors and scriptwriters in the film narrativ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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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伯特·麦基及其叙事理论 

1.1. 罗伯特·麦基 

罗伯特·麦基是好莱坞的金牌编剧、小说家和剧作家，1997 年出版了《故事——材质、结构、风格

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以下简称《故事》)一书，被国内外的影视剧作者进行广泛借鉴和学习。《故事》和

其他讲述银幕制作的方法不一样，它注重的是形式而不是公式，作者在书中举了一百多部例子，给读者

讲述了一种银幕制作的原理。《故事》从银幕剧作各要素的概念到定稿都有详细的阐述，将写作从理性

的角度转变为感性的高度，并且将银幕剧作的方法转变为一种艺术形式。 
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曾发表论文《罗伯特·麦基<故事>的局部解读“主控思想”

的分析与应用》，论文主要分析了“主控思想”对电影剧本创作的主要脉络，以此证明了“主控思想”

对电影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电影《活着》《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先生对罗伯特·麦基的《故事》

进行反复观摩和学习。这些事例足以证明《故事》对电影业界的影响力之广泛。 

1.2. 叙事理论 

麦基认为一个故事是一个由五部分组成的设计，分别是：激励事件、进展纠葛、危机、高潮、结局。 
当一个激励事件发生时，它必须是一个动态的、充分发展了的事件，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或模糊的事

件[1]。就是说激励事件必须是在本质上有变化的，而不是只有表面上的变化。比如说，一个人厌倦了此

前的生活，要搬家到其他地方去，这不是一个激励事件，因为他只有地址的改变，而他生活中的价值并

没有变化。但如果说他把上百张停车罚单贴在了冰箱门上面，这时，有人来敲门，警察站在门口，手里

拿着一张逮捕证，因为他背负着一大笔逃单。看到警察，他慌忙从消防楼梯出去，向北方出逃。这就可

以算是一个激励事件了，因为它打破了主人公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平衡。 
第二个部分是进展纠葛，进展纠葛是故事的主体部分，从激励事件开始一直贯穿到后面的危机或者

高潮。纠葛是指让人物在事件中经历困难和磨难，而进展纠葛是意思是，当人物在事情的发生过程中产

生更多的冲突，创造出其他事件，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是不能从头再来的。作者想要一个故事产生纠葛

就必须不断地给人物创造冲突，一直到人物求索之路的终点。 
危机是五部分结构的第三部分，它是指决定。当人物说的是“这个”而不是“那个”时，就是人物

自己在做决定。几乎每一个场景他们都会做出一个决定，但是大写的危机是一个终极决定。从激励事件

开始，观众就开始期待影片中人物所面临的危机，想要看到人物与他生活中的对抗力量的斗争。 
第四部分是故事高潮。故事的高潮不一定需要背景音乐、画面或者节奏的冲击感，最重要的是必须

要有意义。这一部分给观众展示出来的意义一定是清晰明了的，没有过多的解释，可能就单单通过对白

和叙述呈现给观众。高潮是故事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想象力的飞跃，高潮一旦出现，故事便已进

入一种从尾到头而不是从头到尾的重大意义的改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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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是结尾。影片的结尾紧接在高潮之后，它一般有三个作用。第一，故事的讲述没有让次情

节高潮在主高潮之前达到高潮，所以它在故事的结尾需要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场景。第二，结尾需要向观

众展现出高潮对故事发展的影响。第三，如果说前面两种结尾的作用都用不上，那么也必须要有一个结

尾以示对观众的尊重。 

2. 电影《非常嫌疑犯》的叙事结构分析 

《非常嫌疑犯》是一部上映于 1995 年的美国犯罪电影，影片主要讲述了罗杰∙金特和警方大卫·库

科的对话，大卫审问金特停靠在加州圣佩德罗湾洛杉矶港上的一艘货轮的爆炸原因，但由于大卫对另一

个和金特一起作案的同伙有偏见而一直想要引导金特相信他对凶手的推测，审问结束，当大卫以为自己

的推断是正确的时候，影片告诉我们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金特。 
整个电影是由警察对金特的审问展开的，由在警局办公室的审问和金特的讲述构成。片中有两条故

事线索，一条描述现在发生的事情，一条是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有双线叙事的两个场

景，一是在警察局，警察大卫对金特的一对一审讯；二是在医院，警察根据货轮上幸存下来的目击者的

证词进行画像。把现在和过去拆成一个个片段，按照讲述的顺序依次排列，最后以现在结尾。如果按照

时间顺序把故事串联起来，可以梳理出完整的故事情节，一条讲述过去的叙事线索，交代了六周前金特

以及另外四个合作的人是如何抢劫警车、珠宝商和货轮的，一条现实的叙事线索是警察一直在找谁才是

烧毁货轮的凶手。 
现实的叙事线索从联邦调查局杰克∙巴尔来货轮上调查开始，金特被带到警局办公室询问，另一边幸

存的烧伤海员在医院抢救。我们知道现实发生的事情在影片中一定是真实的，但是金特所讲述的事情不

一定是真实的，影片最后金特走出了警局办公室，警察大卫本以为自己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线索，但当他

边喝着咖啡边看着墙上的人物信息时，才发现刚刚金特所讲述的事情都是根据他所看到的信息编出来的。

观众也和大卫一样，在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被金特骗了。 
麦基的故事理论告诉我们，故事的背景是四维的，这四个维度分别是：时代、期限、地点、冲突层

面[2]。时代指的是发生的故事在时间中所处的位置，影片中叙述的时代如果就是观众生活的年代，那故

事将会更能让观众感动和共情；期限是影片中发生的故事在时间上的长度，在《非常嫌疑犯》中，期限

就是金特在警局的办公室里被一对一审讯的两小时；地点是影片中的故事在空间中的位置，在《非常嫌

疑犯》中，地点是在警局大卫的办公室里；冲突层面是故事在人类斗争等级体系中的位置，表面上我们

以为的是大卫想引导金特对基顿改观，让他承认基顿是凯撒，想让金特认为自己被基顿骗了，而实际上

却是金特一直在引导大卫，并且成功了，他的目的就是让大卫觉得基顿就是凯撒。 
麦基认为一个故事的组成包括激励事件、进展纠葛、危机、高潮和结局五个部分。上文我们已经对

其理论部分进行了概述，接下来我将结合影片内容对这个理论进行分析。 
激励事件。在《非常嫌疑犯》中，激励事件是芬斯特和麦克玛纳斯在监狱中提议抢劫警车，于是金

特开始劝说基顿加入组织，后面又一起抢劫珠宝商和货轮。如果芬斯特和麦克玛纳斯没有提议去抢劫警

车，故事的情节就很有可能不一样。 
进展纠葛。影片中的人物无法通过生活中较小的改变来恢复生活的平衡。进展纠葛包括三个方面的

冲突：内心冲突、个人冲突和个人–外界冲突。基顿等五人抢劫警车和珠宝商是故事中的进展纠葛。个

人冲突是金特劝说基顿入队时引发的争执，内心冲突是基顿犹豫要不要加入金特四人的时候，个人–外

界的冲突就是他们去抢劫警车和珠宝商。 
危机。自称为凯撒办事的小林拿着他们以前的犯罪证据威胁基顿等五人，让他们去抢劫货轮上的毒

品，基顿不想为凯撒做事，准备杀了小林，不料小林又以五人的家人和朋友作为威胁，无奈，他们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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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答应小林，因为拿家人和朋友作为威胁足以将他们置于生活最大的压力之下。 
高潮。基顿、金特、麦克、托德四人在货轮上和金特和大卫在警局办公室最后的对话是影片故事中

的高潮。在货轮上，基顿、麦克、托德井然有序地执行任务，但却相继被杀害。在托德被枪杀的时候观

众心里肯定产生了疑惑，而后麦克和基顿也被杀死了，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杀人的是谁。货轮上，阿图

罗马奎斯躲在仓库里一直大喊：“是他来了，是凯撒来了。”这个唯一见过凯撒的证人最后也被杀害了。

警局里，大卫听了金特的讲述依旧坚定认为基顿是整件事情的主使者，基顿就是凯撒，他以为他的推断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其实已经入了金特的圈套，并且情绪越来越激动，认为基顿放过金特是因为他是

最没用的。 
结局。本片的结局无疑是金特走出警局后，跛脚走着走着突然就变正常了，手也变正常了，手上戴

着一只金手表，并且用金打火机点了支烟，这里给了个特写，呼应了片头，开枪杀死基顿和丢烟头烧毁

货轮的那个人也是这个金手表和金火机，这里说明了金特才是凯撒，所有人都被他骗了。根据麦基的理

论来看，这部片子应该是闭合式结局。因为在影片的最后交代了凶手是谁，解开了观众的疑惑，满足了

观众的所有情感。 

3. 总结  

结合麦基的故事理论，通过对电影《非常嫌疑犯》内容结构的分析，发现讲故事者是通过以下几个

点来讲述的：第一，平衡角色在观众心中的分量，给予配角更多的故事，混淆观众的判断，最后的结局

才能足以让观众震惊。但也不是完全不给观众线索，在前面的讲述中，有给到一些线索，比如说大卫喝

咖啡时，金特盯着大卫的杯子底部看，后面还说到金特被基顿骗了，金特没有说话，只是在偷笑。第二，

通过其他人的口对核心人物凯撒进行塑造，给予观众神秘感。麦基认为，人物的塑造必须和情节的发展

结合在一起，人物的性格必须要在他面对冲突和压力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当然，人物的解释需要经历

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能“表现人物本性真相的发展轨迹或变化”。被烧伤的匈牙利海员口中喊着“凯撒”，

小林说他为凯撒做事，并且还有他们五个人的历史犯罪证据，这些信息让观众觉得凯撒是一个神秘又厉

害的人物。第三，影片在情节上观众引导走向误区，基顿的女友对他说“我爱你”的时候，基顿表现的

很冷血和麻木，金特和大卫最后的对话也让观众开始相信基顿是凯撒了。在镜头上，为了让观众觉得金

特不可能是凯撒，当凯撒杀害托德的时候，金特在外面，并没有与托德待在一起。 
《非常嫌疑犯》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犯罪电影，通过最巧妙的故事设计讲述最普通的故事，节

奏、场景交替都非常紧凑，以同理心与观众建立纽带。导演和编剧将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进行挑选，再

安排和布局。结构是指对人物生活中的一些事件的选择，然后将选择出来的事件进行一个组合，组合成

一个有意义的序列，激发特定的情感以表达一种具体的人生观。把复杂的故事简单化可能不是很难，但

如果说将简单的故事复杂化则就需要一定的技巧了。基于罗伯特·麦基《故事》的理论分析，让观众明

白了简单的故事是如何通过复杂的情节交替讲出来的，如何将各个情节融合扣人心弦又回味无穷。就像

罗伯特·麦基说的那样，一个讲得优美的故事就像是一部交响乐，其结构、背景、人物、类型和思想融

合为一个天衣无缝的统一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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