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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效应》

前言

　　一本&ldquo;关于故事的故事书&rdquo;（自序）　　因为相信几件事，所以写了这样一本书。　
　我相信的第一件事：人具有被故事吸引的本能，不只喜欢听故事，而且喜欢转述故事，而且喜欢参
与在故事里。　　故事，本雅明（Walter Beniamin）说得最透彻、明白，是&ldquo;来自远方的亲身经
历&rdquo;，点出了故事的两项特质&mdash;&mdash;故事不是切身、天天可以遭遇的经验，还有，故
事具备有让人信以为真的能耐，这两项特质，定义了故事。　　我相信的第二件事：故事没落了，不
是因为没有好的故事，也不是因为没有好的说故事的人，而是因为听故事的人消失了。更精确一点说
，我们失去了听故事的态度，没有这种态度，再精彩的故事我们也无法从中得到乐趣。能听故事的人
，首先要对日常生活以外的事物，抱持高度兴趣。他不能看见每样东西每件事，都先问：&ldquo;这跟
我有什么关系？&rdquo;&ldquo;这对我有什么用？&rdquo;抱歉，故事迷人之处，正就来自其陌生稀奇
，不是随便会有用，会和我们发生切身关系的。　　听故事的人，还得愿意相信陌生稀奇的事真的发
生过、真的会发生。他也不能先抱持了&ldquo;哪有可能！&rdquo;&ldquo;别唬弄了！&rdquo;的怀疑，
去面对所有不在他经验范围的事。　　故事没落，其实是一个社会的警讯，表示这个社会大部分的人
，习惯于日复一日重复熟悉的经验，以为那就是天经地义，不相信在此之外有别种生活，有非常传奇
。这样的社会，一直在自己有限的经验中打转，怎么可以有什么创意呢？　　这就是我相信的第三件
事&mdash;&mdash;不爱听故事、不会听故事的人群、社会，封闭、自我、功利，也就不可能太有创意
。　　不过既然人的天性中有被故事吸引的本能，因此我们也就有机会、有可能复活故事，让&ldquo;
故事意识&rdquo;沉睡了的人，醒来重新领会故事的绝妙好处，享受故事单纯、干净的乐趣。从睡到醒
，关键在于：让大家比对理解，相较于故事中展现的广幅人生可能性，我们的现实生活多么狭窄；相
较于故事中的传奇转折，我们能够亲身遭遇的生命戏剧何其平淡。换句话说，让大家转个大弯，对现
实不耐，对故事既羡幕又忌妒。　　&ldquo;故事意识&rdquo;有可能被唤醒，可以召唤一批新
的&ldquo;听故事的人&rdquo;，这是我相信的第四件事。我还相信第五件事：故事的好处，只能靠故
事来彰显，不可能用说教说理来进行，说理就不是故事，人无法被&ldquo;说服&rdquo;去享受故事，
人只会在享受故事之中想望更多的故事。所以只能用故事来引领故事，用故事来示范故事的迷人特性
。　　因而，这是一本&ldquo;关于故事的故事书&rdquo;。用一个接一个故事来说明：喜爱故事是天
生的，然而生活的规律反复磨损了我们对于故事的敏感，同时也就弱化了说故事的本事，如果重新培
养了说故事的能力，那就能够在故事贫乏的时代，刺激创意并创造价值。　　关于故事的道理，三两
句话就可以说完，但是故事本身，各种人间戏剧传奇，即可以一直说一直说。　　杨照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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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效应》

内容概要

呛时政、拗历史、拼创意
用故事本能 重塑世界
“即使是像番茄酱那样不起眼的微物，也都有其漫长的故事，
不只是起源，还有跟人互动的细密道理。”
“故事起源于与哲学相反的假设——
如果有一匹马，刚好不会跑呢？
如果有一条鱼，刚好不想活在水里呢？ 如果有一个人，刚好偏偏不会死呢？”
这是一本关于故事的故事书。
故事虚假，古怪，奇特，不常见，违背道理，却能给人真实感应，可贵的生命、消失的变化。任何东
西摆进故事，就吸引不同的眼光，任何人参与故事，就有了共同的感受。
杨照相信故事蕴含启示的永恒灵光，也忧心听故事的人消失了，故事没落了，因此为世人敲响警钟。
他用了五十个故事代替精密的论述，庖丁解牛拆解故事的本质，分类为“对故事的冲动”、“故事的
功能”、“说故事的方法”以及“重新认识故事”四个部分，每篇文章一千字左右，用故事包裹阐述
，彼此灌注，轻巧迷人。
梁文道说：“杨照就像一个在民间晃荡的吟游诗人，又像一个上古时代荒原部落的预言者，他说故事
的技巧及语调却足以使听众明了那句古训：单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
张大春说：“杨照以生动而全面的文本观察提醒我们：不止是知识和想象力在召唤故事；故事也在丰
盈着我们的知识和想象力，这个循环不息的过程既是文学教养，也是文明内容。”

Page 3



《故事效应》

作者简介

杨照，台湾文学才子 ，本名李明骏，一九六三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
。
曾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明日报》总主笔、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总监、台北艺术大学兼《
新新闻》周报总编辑、东森ETFM联播网“周末大人物”主持人等职，现为《新新闻》周报副社长。
杨照悠游于不同身份，以利落又不失幽默的笔触与谈吐，准确刺中问题核心，然而他对文学、历史、
音乐与美食的爱好，又让人在他的言谈中得以感受诗意与浪漫的光彩。
学历史的杨照，总尝试着由更宏观、广泛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从时事或现象中反应“文化”与“人”
的问题；从字里行间中寻找经常被忽略的细节，及其所反映出的文化线索与特质。
杨照喜欢小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每天一定写小说"。政治新闻看起来很热闹,这些热闹的事情是重
复的，牵涉到一个漫长的、像学徒一样的过程，牵涉到你对整个生命、世界的看法，你需要不断地去
琢磨你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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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效应》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深藏在人类经验中的故事冲动
1.故事比现实、比真实更多样更丰富。
2.故事是假的，带给读者的众多感应，永远都是真的。
3.故事是联络己知与未知的奇妙桥梁。
4.每一个故事最核心讲的，其实都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
5.故事也是人类理解周遭世界最初的手段。
6.我们需要比反复生活规律丰富的传奇故事，来让规律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7.对于突显身份与名字的故事，我们有着天生的好奇弱点。
8.那想像中的生命，对观众而言，跟现实的生命一样可贵。
9.任问东西被摆进故事里，就吸引我们不同的眼光，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事物重要性。
10.故事找出一条让我们更容易与音乐共处的途径。
第二章 故事的功能
1.精彩的故事让人可以快速掌握关键重点。
2.要有特色才能被记得，而故事正是找出特色、突显特色最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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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效应》

章节摘录

　　&ldquo;那是十几年前、快二十年前的事了，早在&ldquo;小强&rdquo;成为蟑螂的普遍代名词之前
。我们几个人在和平东路上的&ldquo;芳邻餐厅&rdquo;喝咖啡聊天，突然一道黑影从脚边闪过，眼睛
最尖的张大春马上抬臂招了旁边女服务生，故意用一种不动声色的口气说：&ldquo;刚刚有一只老鼠跑
过去&hellip;&hellip;&rdquo;那个女孩竟然也就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ldquo;你是说小强啊！&rdquo;　
　一座绝倒，连反应超快的大春都一时哑然失笑，不晓得该接什么话，当然本来在一家餐厅看见老鼠
横行的不可思议心情，以及兴师问罪的怒气，也都在那瞬间消失了。　　&ldquo;你是说小强啊
！&rdquo;这么简单的一句回话，为什么会有偌大的力量？　　因为简单一句话，却彻底改变了那只老
鼠的意义，它不再是随便一只因为厨房不干净而闯进来的老鼠，不是清洁品管失败的证据，这只老鼠
有了一个名字，有了一个身份，也就似乎有了在这个空间跑来跑去的道理。　　不是真正的道理，毋
宁是故事，或故事的暗示。女孩的话语显示，这只叫做&ldquo;小强&rdquo;的老鼠是有来历的，它有
特殊的本事或特殊的经验，所以才有了专属的辨识称呼。　　对于身份，对于名字，对于突显身身份
与名字的故事，我们有着天生的好奇弱点。我们的直觉欲望，会从原本习惯的反应&mdash;&mdash;过
街老鼠必除之而后快&mdash;&mdash;转变成想要知道：为什么它会叫&ldquo;小强&rdquo;？它在这个
厨房这个餐厅有过怎样的奇特表现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共和党控制众议院，金格利契担
任众议院院长时，对公共电视展开了猛力的攻击。金格利契公开痛批公共电视是一小群菁英分子用国
家的钱搞满足自己的小众价值，与美国社会主流脱节。其他共和党议员语带讽刺举例：麦当劳靠满足
每个人的味觉才赚了那么多钱，偏执的公共电视只能靠政府预算支撑。金格利契带头，许多共和党议
员呼应，要将公共电视系统&ldquo;民营化&rdquo;切割卖掉。　　这样的声浪，一度让公共电视看来
岌岌可危。然而，1996年之后，共和党对公共电视的总攻击快速退潮了。理由很简单，几位最积极想
要拆掉公共电视的议员，纷纷落马败选，没有机会回到议会，执行&ldquo;民营化&rdquo;公共电视的
计划！　　一位落选议员分析自己选情逆转的关键：&ldquo;我们对公共电视发动正面攻击，开始确实
取得了许多选民认同，可是一旦这个议题炒热了，&ldquo;芝麻街&rdquo;的那只鲜黄色大鸟就跑出来
，无辜、可怜兮兮地问：&lsquo;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杀了我呢？&rsquo;我们就完蛋了。&rdquo;　　公
共电视的资源分配与节目的价值偏向，这是多么复杂的东西，而且必定引来不同立场的不同评价，一
般观众没办法有清楚、坚定的想法。然而，太多人认识&ldquo;芝麻街&rdquo;里每个可爱的角色，这
些角色都有他们的个性，有他们每集每集不断延续的故事，观众们清楚、坚定地拒绝让这些陪一代代
小孩学习长大的角色、故事消失。故事赋予&ldquo;大鸟&rdquo;生命，那想像中的生命，对观众而言
，跟现实的生命一样可贵，甚至比现实的生命更可贵。怎么能杀了&ldquo;大鸟&rdquo;呢？当然宁可
用选票干掉威胁&ldquo;大鸟&rdquo;生命的议员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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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效应》

媒体关注与评论

　　杨照是台湾中生代最有影响力、优秀的评论家，写作最出色最勤快的评论家。　　他是最活跃的
公共知识分子。　　&mdash;&mdash;梁文道　　杨照就像一个在民间晃荡的吟游诗人，又像一个上古
时代荒原部落的预言者，他说故事的技巧及语调却足以使听众明了那句古训：单是故事，便已包含一
切。　　杨照以生动而全面的文本观察提醒我们：不止是知识和想象力在召唤故事；故事也在丰盈着
我们的知识和想象力，这个循环不息的过程既是文学教养，也是文明内容。　　&mdash;&mdash;张大
春　　杨照始终是一个勤劳且负有使命感的评论者；二十年来，我在他的文字中学习到如何透过写作
去试图让我们所学的学院知识更公共化，让我们的书写作为武器去对抗时代的衰微。　
　&mdash;&mdash;张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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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效应》

编辑推荐

　　杨照之于台湾，就像梁文道之于香港，陈丹青之于大陆。　　台湾小说家兼文化评论家杨照，呛
时政、拗历史、拼创意，用故事本能 重塑世界 ！　　故事虚假，古怪，奇特，不常见，违背道理，
却能给人真实感应，可贵的生命、消失的变化。任何东西摆进故事，就吸引不同的眼光，任何人参与
故事，就有了共同的感受。　　《故事效应：创意与创价》是本小到用2个小时就看得完的小书，又
大到你必须再三重读镇日思量。读完后，你一定会对现实不耐，对故事羡慕又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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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效应》

精彩短评

1、杨照很会讲故事，娓娓道来，文字干净，意蕴悠长。
2、很好，很有意思，故事性很强。
3、带有启智性的小轻松。
4、作者的话，除了前言部分，都蛮无聊的。当然挑来讲的故事，还是很好地检验出了我身上的读故
事品质的。要写出这样一本书根本不困难吧。嗯，难道本意是写给中学生看的？= =、、、那就是我
的不是了。目录里有错别字，编排似乎也有点问题⋯⋯但是，重要的是，作者没有把书拉杂得很长啊
！
5、题材感兴趣就买了，讲得蛮简单的。未知的，好奇的，都可以用故事来说。可以消遣时间的书。
6、純粹的謀生編著
7、没有期待的那样，比较枯燥一些。
8、让人感受到故事的魔力，他就像一座蓝色的桥——链接着理性和感性。
9、一本很有意思的故事书。
10、《故事效应》去年冬天被这么一本灰灰的毫不起眼的书名吸引了眼球，或许，比起现实我更愿意
相信故事⋯书中信息量较大，但不累赘！“重拾故事好奇，养成对故事的兴趣习惯，别轻易接受别人
准备好的简单结论”
11、很好的小书，读到“宫本武藏的风车”，被细致的描写惊艳到了。
12、什么鬼。。毫无气质的掉书袋
13、作者杨照用了一个很奇特的角度给我们做了解读。“故事是我们理解世界的缩写”、“ 故事突显
生命共通的细节，借由单一生命戏剧性的变化对照，将巨大缩小，同时让巨大能够被我们看到、听到
”等等——这些论点看着也许有些抽象，但配上那些鲜活的故事，瞬间让俺对小说这个熟悉的不能再
熟悉的事物有了新的认识。存在即合理，杨照为我们讲出了我们为什么需要故事、喜爱故事、流传故
事。
14、这是一本关于故事的故事书。　　杨照相信故事蕴含启示的永恒灵光，也忧心听故事的人消失了
，故事没落了，因此敲响警钟。　　他用了五十个故事代替精密的论述，庖丁解牛拆解故事的本质，
分类为“对故事的冲动”、“故事的功能”、“说故事的方法”以及“重新认识故事”四个部分，每
篇文章一千字左右，用故事包裹阐述，彼此灌注，轻巧迷人。　　肖邦、乔治桑与《雨滴前奏曲》的
“鬼”典故；南非“三个朋友”保险套对抗艾滋病的成功案例；披头士与美国总统的愚贤，示范了故
事的巨大能量。
15、轻轻松松的故事，还是挺丰富的眼球的，再加上书本身又不厚很适合消遣着看
16、小书翻翻尚可。媒体故事痕迹太浓，了无学人气质。
17、豆瓣上推荐的，这次光棍节因为搞活动买了很多书，还没来得及看
18、会讲故事的人，他抛出根绳子，你会去找出背后那头牛来
19、看序的时候，非常震撼到我的一个点：　　　　我们失去了听故事的态度，没有这种态度，再精
彩的故事我们也无法从中得到乐趣。　　　　首先要对“日常生活”以外的事物，抱持高度兴趣，还
得愿意相信陌生稀奇的事真的发生过，真的会发生。　　　　——其实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前提逻辑。
　　没有一个“熟悉”，哪里来的以外的“陌生”？世界本来是世界，却被自己分出了已知未知，熟
悉陌生。自己圈住了自己。　　　　读故事也像旅游，而旅游与故事同样的点，对我来说，是去一个
“陌生”的地方，经由这些“不同”来照见自己熟视无睹的模式与惯性。　　　　不然，自己是没有
办法去任何地方，看到任何新鲜的。　　　　前一阵去西藏，当看到当地的云和色彩的时候，第一反
应的确会很惊讶，冒出诸如“神奇”“不可思议”“震撼”等等的感慨。但再一念想，这其实是很自
然的现象，而“震撼”到的是神马？　　过去的经验，过去的记忆。　　照见了的则是如此多局限的
假相，被自己如此真实地当做了“现实”。这恐怕是最大的“不现实”。　　　　把本来如此的事情
，变得不可思议。真是自作聪明的下场。　　　　对于杨照，听朋友介绍了很多，觉得是一个很有意
思的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想要不惧当局压迫地发言，结果忽然发现，当自己发言的时候，并没有
遭到压迫，只是已经没人听了......　　　　想起有一种书，是藏之深山的，而有一种文章叫做时评，
意义在于需要尽快失去存在的必要性。　　　　这一本书，说得好。道理在序中已经谈尽，而整本书
，只是在尽情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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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怪不得不再版了
21、书在朋友那，还没得看
22、太浅了，内容很少。不过杨照真的是一个知道很多故事的有趣的人，把这本书作为教材开一门课
应该会很多学生去听吧，听听关于故事的故事也好 :)
23、故事、小说，从来都不是教出来的
24、#2013030#
25、很好。喜欢上杨照先生
26、活动价囤实惠好书 一直当当和亚。。。马。。。逊买书 习惯性每个月都要买点活动价格的书囤起
来 反正书买着只会越放越有价值越来越有意义 几块钱一本 划算 好多书买好后恢复原价几十块甚至是
活动价的十几倍！
27、到最后才点明作者心中的故事和小说的区别 这一点应该一开始就说的
28、從前有一個懶人,
雖然聰明,
卻很怕看書,
經過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挫折之後,
終於, 有一天,
在偶然的機會下,
他讀了一本講述狼群智慧的商管書,
狼的故事於是把他從迷惘與失落中拯救回來⋯

故事的效力,
不但可以救人,
有些還可以救國,
魯迅的阿Q正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後記:
我們都是讀故事長大的,
人與故事存在不可分割的關係,
除非嚴重智障,
因為就算文盲都可以聽和說故事.
29、这是一本关于故事的故事书。
　　杨照相信故事蕴含启示的永恒灵光，也忧心听故事的人消失了，故事没落了，因此敲响警钟。
30、还没收到货呢.哈哈
31、讲故事不是哄孩子不是拍电影不是写小说，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往方式，学会讲故事学会
面试技巧，大有启发
32、［地铁时间网易阅读节选］貌似也没什么故事
33、有些空泛，看的快睡着了
34、很好玩的书 我以后都要注意讲故事
35、简单的文字，丰富的故事，很独特的品味。
36、都是喜欢故事的人，所以理解扬照为故事写书。但这的确不是像他说的「一本关于故事的故事书
」，因为它不是像「虚拟书评」那样真算得上故事，而是一本讲故事分析故事说故事方法的书。
37、书虽然很薄，但是内容是我一直想要看的，有观点，有资料，真的不错。是研究叙事和文案写作
的好书。
38、一折买入，超值。台湾作家评论家的随笔及评论。
39、提供了更多论述的思路和角度，挺好看的。
40、故事本身，就是人间戏剧的传奇
41、这本书老早就知道，小故事，大智慧。
42、不错，活动时买的，先囤着，慢慢看~
43、书的质量和印刷不错，就是有点薄，很轻。买的时候是特价，现在变成赠品书了，不能再购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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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和我想像中的不一样，以为会是一本很正统的教你如何和大家来讲故事，如何讲解故事的创意，
很规规矩矩的一本书。看到书后，感觉作者的知识面很广，会很多东西，书的内容很有知识性和趣味
性，看着作者娓娓道来，每章节后面还能学到一个小知识点小案例，有历史，有时政，有经济，有文
学，还会有一些些小创意，看了会增加点眼界。缺点是看书的时候好像都明白了，跟着作者都懂了，
可是合上书后，又不知道学到了些什么。自己看的还不够深，没有领悟透吧。
44、我的书好像太多了，这样我会很累吧
45、故事很重要，但是作者的故事讲的略散⋯⋯
46、感觉很好，实惠
47、印象最深的一段：老臣安慰他“将来还怕没有许多机会让你发挥吗？”，德川赖吼叫“说什么蠢
话！难道我的十四岁还可以重来吗？”
48、应该不错吧，也没听同学回馈
49、看过此书后怀疑秘密就是另一种版本的因纽特人的创始论。
50、几万字薄薄的一本书，勉强看了一半之后死活不想再看下去！没有干货，每篇文章都像高考作文
，反正不合我的胃口。
51、优质作品，可以学习写故事，也可以了解文化，更可以审视人心。
52、叙事的世界
53、人类是最喜欢故事的生物，因为人类有智慧，人类爱生活，人类需要精神消遣，所以我们就这样
需要这故事并且创造着故事。这里很有趣，所以我想买回来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吸取的东西
54、很有意思的一本书，晚上翻完了，感叹作者能以轻松流畅的文笔书写故事的种种，适合闲暇阅读
。故事比说理、辩论更有魅力，保持对故事的热情哈。印象最深的是《灰姑娘》的故事与唐代《酉阳
杂俎》中的故事居然非常相似
55、于我而言，不深不浅，有趣亦有启发。
56、策划呀策划～
57、自序中的每一个字都正中怀，毕竟，大多数人的世界还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导，一个好的故
事是需要时间和好奇去创造并化为无形的。而我们都失去了听故事的兴趣，只对一项项可能与自身相
关的清单打勾，因为那些是快捷的，便利的，并且毫不费力。
58、很不错
59、鸡肋鸡肋
60、书虽然薄，但是真正浓缩的就是精华；高广告电视的一定要读一读。高质量的书，现在很难得。
61、一下子就翻完了，挺有趣的。当时听讲座的时候听到教授推荐，特地买的。还可以。后来才发现
作者杨照就是写 1963对照记 中的一位，嘿嘿
62、优秀的文学作品超越了讲故事本身。所以，关于阅读优秀文学作品怎么就变成了讲故事的效应呢
63、观点新颖，视野广阔，开拓了眼界和视点
64、是本好书呢，里面的故事都挺有意思 就是纸张质量一般
65、很好的一本书，细细品读。
66、这本书应该 故事道理 去创意发展作用
67、近几年，两岸交流频繁，越来越多的台湾香港文化人涌现出来，而且读者发现，他们的视角明显
和大陆学者不同。中国的文化已经没落了很久了，希望否极泰来，无论是大陆还是对岸，大家都能同
工同酬，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68、这书不错，比较少为自己买书，看完后觉得不错哦，介绍老公看了
69、不错哦
70、读罢，有点诧异，故事真的有这么高的效应和价值吗？于是，在一次活动结束后，我把照片整理
好，写成十则故事，当然是有连贯性的，然后发给大家观赏。事实上照片是没有几张能称得上是上乘
之作，反而，照片加上简单的文字，编成故事后，哇，结果不一样。通过别人的反馈，才知道故事的
价值，现代人太忙碌了，缺少一些东西。
71、书本不厚不大，但是内真的很吸引人，几乎每个小文章都有个小故事，涉及文学，历史，政治，
经济，科学，文化命题，浓缩了不少知识，看了很受启发，是一本打开思维，努力思考的好书呀，趁
着打折，买来当作精神食量，很高兴，很愉悦
72、的确如封面所说,一本讲故事的故事书,故事么总没办法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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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干货少，当消遣。
74、凑单的，还没看过
75、讲故事的重要性，如何讲故事
76、2017年23:浅到几乎什么都没说
77、看上去内容还不错哦，值得推荐
78、有趣的睡前小品文，颠覆之前的一些认知，可考虑再看下。
79、本书主旨：故事就是要扩大读者脑洞，让读者惊叹；现代社会的井然有序限制人的好奇心，有损
故事，小说也是损害故事的元凶之一。我不认为小说损害了故事，我认为小说本该带有故事性，只是
现代小说追求的那种惊叹太精密太小众。
80、从一个个故事中，感受智慧。
81、不错。 物流很给力
82、不错不错，质量还行，很喜欢
83、杨照的，必须读
84、故事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其余的交给小说去说吧。
85、故事书，有趣。。。
86、亚马逊买99送的，购买不推荐。
87、反倒是很多台湾的小品让人眼前一亮。
88、买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看故事 当然里边的故事也都不错 只是太简短 毕竟不是故事书也能了解 
我只是为了找到一些启发 于是 我觉得我找到了 于是 目的也就达到了 既然目的达到了 那么这本书当然
还不错 对我而言
89、故事效应创意与创价（ 一本书说故事的故事书。 呛时政、拗历史、拼创意，用故事本能重塑世界
）——段子，可读。
90、有些故事很有意思。谈得不够深入。
91、这本书很有意思，用故事讲述故事，有很多不知道的知识
92、在那么多文化的表现形式中，我们发现人们对故事情有独钟，无论是华尔街新闻的倡导，还是品
牌文案的选择，然而生活的规律反复磨损了我们对于故事的敏感，同时也就弱化了说故事的本事，如
果重新培养了说故事的能力，那就能够在故事贫乏的时代，刺激创意并创造价值。这本书从“找故事
冲动”、“辨故事功能”、“说故事方法”和“拾故事好奇心”四个板块共五十个知识点展开，每个
知识点都对应一个小故事，非常容易读。但我会觉得比读故事更好的方法是把它当成一本工具书来读
。这本工具书告诉你的绝不仅仅是方法的运用，更多的是教你如何去培养故事的思维模式，从而去创
造故事。不到六万字的书里，给予了文化一个非常好的输出方式，要知道——即使是像番茄酱那样不
起眼的微物，也都有其漫长的故事，不止是起源，还有跟人互动的细密道理。
93、很好的书，喜欢杨照的文章。
94、大约一个下午就一口气看完了，都是一个个小故事，也很像笑话，每个故事都有一定的启迪，然
后作者在每个故事之后都有一些点评，读起来挺轻松的，给孩子看也可以
95、“任何东西摆进故事，就吸引不同的眼光，任何人参与故事，就有了共同的感受。”深入解构故
事，单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
96、这本书还不错，还没来得及看。
97、用故事來說故事十分成功
拜服於作者的博學多聞
運筆讓人想到艾科
98、通篇都在翻来覆去讲一件事，除了知道了注释中的几个人物没有什么收获，整本书味同嚼蜡，抱
着不要浪费的心态在飞机上看完了
99、故事是来自远方的亲身经历
100、故事挑战定义，搜集故事真实或想象中的“例外”，整体来看，故事就是人类经验中“例外”的
集大成。故事成立的最根本理由，其实无他，古怪、奇特、不常见、违背道理，这些就是故事的基本
精神。
101、老师推荐的，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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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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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故事效应》的笔记-第97页

        哲学要去寻找藏在所有繁杂现象背后，一个纯粹的“理型世界”。

2、《故事效应》的笔记-第15页

        翁贝托·艾柯在他的小说《昨日之岛》*中，写了一段“小说中的小说”。小说主角罗贝托困在搁
浅的船上，无法可想，只好——写小说。罗贝托想像一个鬼影般存在的弟弟费杭德假扮自己，勾引了
自己的梦中情人、两人搭一艘船在海上航行，到了一个又一个奇怪的岛屿。

他们登岸的第六个岛，那里的人每天一直说话一直说话，而且说的都是关于别人的闲话。原来在那个
岛上，人们相信：活着最重要的目的与意义，就在于成为人家的话题，被人家议论，如此人才活得下
去；因此，在那个岛上，犯了错的人可能遭遇的最严重惩罚，就是大家不谈论他，于是他就会在众人
刻意的忽视下活活闷死。

这样一个“八卦岛”，没有八卦就活不下去!更有意思的是，岛上居民清楚意识到，发生在人间的真实
八卦情节，其实蛮有限的。一不小心，岛上的张三和李四就有太类似的故事；甚至一不小心，王五就
没有什么可供谈论的事发生在身上。那怎么办?

一定要想出方法来，让每个人都有些可以被谈论的内容，支撑巨大的八卦议题需求，不至于有谁被冷
落了活不下去。于是，岛民们建造了一个巨轮立在村子的广场上。巨轮由六个同心圆构成，每一个圆
都能独立转动，第一个圆隔成二十四格，第二个圆三十六格，第三个圆四十八格，第四个圆六十格，
第五个圆七十二格，最外面一个圆有八十四格。不同格子标示不同动作、不同情感、不同状况、不同
时间地点。轮子一转动就产生丰富的组合，例如：“昨天——帮助——遇见——仇人——欺骗——病
痛”，看这些格子产生的提示，岛民就可以开始谈论：“啊，张三昨天在路上刚好碰到仇人，那个仇
人以前对他很坏的，把他骗得团团转，可是现在仇人病痛缠身，所以张三反而帮助了仇人。”这样，
张三就有故事可供谈论了!

怕谁没故事了，岛民只要去转轮子就好了。利用转轮，可以搭配出七亿两千两百万种不同的故事，哇
，太够用了!

——————————————————————————————————

哈哈哈，这是一群用生命在八卦的岛民啊。

3、《故事效应》的笔记-第97页

        古怪、奇特、不常见、违背道理，这些就是故事的基本精神。

4、《故事效应》的笔记-第98页

        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就没有什么可以期待，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兴奋惊讶的了。

5、《故事效应》的笔记-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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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故事几乎都拥有某种异质生命的对照效果。
   虽然这个故事是杜撰的，但却是寓言式的。
   德川家康和他的两位主要对手——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在一起饮酒。主人丰臣秀吉特别介绍。平常
栖息在树上的夜莺啼声极其美妙，请客人聆听欣赏。
    夜色笼罩，然而预告的夜莺却迟迟未啼。织田信长皱着眉头先说了：“如果夜莺该啼而未啼，我会
杀了它”。主人丰田秀吉笑了，说：“如果夜莺该啼而未啼，我会逗它啼。”，德川家康在座位上伸
伸懒腰，半天后才说：“如果夜莺该啼而未啼，我会继续等它啼”。
     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但却显现了三个人的个性差异。不止是对于夜莺，对于人生中追求的目标，对
于自己心中的期待，三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强悍暴烈。一个柔软善诱。一个拥有惊人的耐
心与耐力。
    
    故事经常提醒我们人间的多元多样性。

6、《故事效应》的笔记-第36页

        对于突显身份与名字的故事，我们有着天生的好奇弱点。
南非保险套，“三个朋友”的故事。

7、《故事效应》的笔记-第112页

                        

8、《故事效应》的笔记-第52页

              我们生命的变化，其实大部分都是点点滴滴累积形成的，慢慢变成一个喜爱文学的人，慢慢变
成一个反对体制的人。然而，慢慢累积的变化很难描述，更难记忆。描述与记忆时，我们常常需要故
事的协助。找到一个戏剧性的焦点，把变化整理浓缩重述成一个故事，一个精彩的故事供人转述，一
个精彩的故事让人可以快速掌握其中的关键点，一个精彩的故事帮自己整理一个小说家或一个抗议青
年出现在的起点。
     我们透过故事整理自己，也透过故事让别人快速认识我们的突出个性。

9、《故事效应》的笔记-第38页

        不，不可能，无论如何功利的算计训练，都取消不了人朝向传奇，寻访故事经验的冲动的。

10、《故事效应》的笔记-第168页

        相机、照相逼我们随时评断自己的生命，衡量自己生命的故事所在处。在生命重要的转折处，只
要是自己可以预见的，我们就带着相机一起前往。正因为期待着有将来还要回头记忆述说的故事要发
生，所以我们不厌其烦地拍照、洗照片、排相簿。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进而分化在习惯的日常经验中
，哪些是有故事的，哪些只是无聊反复，不值得动用相机的。

11、《故事效应》的笔记-第40页

        公共电视的资源分配与节目的价值偏向，这是多么复杂的东西，而且必定引来不同立场的不同评
价，一般观众没办法有清楚、坚定的想法。然而，太多人认识“芝麻街”里每个可爱的角色，这些角
色都有他们的个性，有他们每集每集不断延续的故事，观众们清楚、坚定地拒绝让这些陪一代代小孩
学习长大的角色、故事消失。故事赋予“大鸟”生命，那想象中的生命，对观众而言，跟现实的生命
一样可贵，甚至比现实的生命更可贵。怎么能杀了“大鸟”呢？当然宁可用选票干掉威胁“大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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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议员了！

12、《故事效应》的笔记-第143页

        东京TOD'S的故事

     多加了故事，或故事的想象，品牌就不只是品牌，建筑不只是建筑，而带上了伊东丰雄说的“栩栩
如生的强大力量”，透显出“有机质的美丽”。

13、《故事效应》的笔记-第33页

        我们需要比反复规律的生活丰富的传奇故事，来让规律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14、《故事效应》的笔记-第105页

            再怎么天马行空的故事，都不会是不小心从天上掉下来的，必然跟故事描述的社会，或故事产
生的社会，有着巧妙的关系。于是 ，我们就能透过故事读到背后的社会与时代，并体会故事与社会间
有趣多样的关联。

15、《故事效应》的笔记-第87页

        搭迪士尼的云霄飞车，不止是搭云霄飞车，更是走进一个故事，体验故事。

16、《故事效应》的笔记-第5页

        因为相信几件事，所以写了这样一本书：
1、人具有被故事吸引的本能，不只喜欢听故事，而且喜欢转述故事，而且喜欢参与在故事里。
    本雅明说：“故事，是来自远方的亲身经历”。点出了故事的两项特质——故事不是切身、天天可
以遭遇的经验。还有，故事具有让人信以为真的能耐。
2、故事没落了。不是因为没有好的故事，也不是因为没有好的说故事的人，而是因为听故事的人消
失了。我们失去了听故事的态度、没有这种态度，再精彩的故事我们也无法从中得到乐趣。能听故事
的人，首先要对日常生活以外的事物，抱持高度兴趣，他不能看见每样东西每件事，都先问：“这跟
我有什么关系？”“这对我有什么用”。
    故事没落，其实是一个社会的警讯，表示这个社会大部分的人，习惯于日复一日的熟悉的经验。以
为那就是天经地义，不相信在此之外有别种生活，有非常传奇。这样的社会，一直在自己有限的经验
中打转，怎么可以有什么样的创意？
3、不爱听故事，不会听故事的人群、社会，封闭、自我、功利，也就不可能太有创意。
4、“故事意识”可以被唤醒，可以召唤一批新的“听故事的人”。
5、故事的好处，只能靠故事来彰显，不可能用说教说理来进行，说理就不是说故事，人无法被“说
服”去享受故事，人只会在享受故事之中想望更多的故事。

17、《故事效应》的笔记-第55页

        要有特色才能被记得，而故事正是找出特色、突显特色最有效的工具。没有特色就无法构成故事
，想说故事就先找出特色来。没有对钮扣的狂热兴趣，那个人就只是无聊的金融商人，谁也不会记得
他，同样的，布莱德利隐藏博士学历这样反常的做法，让通用的人事环境，从平板的原则，变成立体
的故事，也就使得听过的人，不容易遗忘。

18、《故事效应》的笔记-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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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会讲故事的人非常羡慕，也很崇拜。怎么自己没这个文学细胞捏~这本书正好教人怎么讲故
事，而且用故事来教~ 
　 每个故事字数不多，但作者讲故事的功力很强，一下把人抓住的那种，语调温柔和气，我很喜
欢~~ 
    有很多好玩的故事，圣诞老公公物理学，雪国的故事，我最喜欢《重要书》，写生活中平常的东西
，比如，汤匙／重要的是／用它吃东西／他像是一支小圆锹 ⋯⋯， 天／重要的是／它永远在那边／
真的 ，用这个故事告诉，什么东西摆到故事里，就显得重要特别，所以如果想让所说的话变得特别，
就讲故事吧。

19、《故事效应》的笔记-第173页

        故事不同于小说，故事没落小说兴起，听故事和读小说的心情很不一样。

故事，依照本雅明的说法，给我们生活里没有、不会有的传奇，故事里的主角跟我们如此不同，所以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有限经验去设想他们，所以听故事的人用惊讶、佩服、崇拜的心情看待故事的奇特
人物与奇特遭遇。

小说呢？依照福斯特的分析，是用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的。⋯⋯小说，借由作者的虚构全知位置，把
所有因素整理摊开在我们面前，回答了日常生活里的困惑。

巨大的差别，小说总在日常经验只能怪打转，故事却要带我们离开日常经验。小说的前提假想是——
这些人基本上跟我们一样；故事的假设恰恰相反——正因为跟我们不同，所以这些人才会进入故事，
成为故事里的角色。小说的结尾只是暂停，只是作者在继续淌流的日常时间中武断地划了一道界线，
但他没有办法真正叫停，没有办法阻止读者在小说结束后，坚持地问：“然后呢？”

故事却不是这样。故事在什么地方结束，标准很清楚——不再传奇了，就没有故事。换句话说，故事
结束就没有“然后”了。故事结束后，其他日常平常的，就归小说去讲了。

20、《故事效应》的笔记-第1页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333333333333333

21、《故事效应》的笔记-第1页

        没有了听故事的人

22、《故事效应》的笔记-第1页

        3iuty4io32hg,.m dsg.,bk,.gmbr.ldmhgfd,. mv.,fdm.g,fmd.,mg .c,
br,ld,mg.,fdfsdfdsfdsfdsfdsfdsvxcgdsfdsfdsfdsgsdgdsfsddfdsgfdsfdsgdsfsdfdsfdsfds

23、《故事效应》的笔记-第86页

        传统力量大，封存了许多改变不了的东西，还好在传统的对面有故事，故事宣扬着许多没有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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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变化，保留了人们对于变化的好奇与冲动。

24、《故事效应》的笔记-第116页

                        

25、《故事效应》的笔记-第69页

        愈是巨大的事件，愈容易产生脱离现实的“超现实”晕眩，让人不再能介入其中领受事件的真实
性。这时候，只有故事能帮忙，故事突显生命共通的细节，借由单一生命戏剧化的变化对照，将巨大
缩小，同时让巨大能够被我们看到、听到，甚至能够被我们拥抱，于是，面对巨大的事件和巨大的数
字，我们才又能哭能笑，不只是张大嘴巴不知所措。

26、《故事效应》的笔记-第17页

        什么时候故事会勃兴？当人迷惘疑惑，又找不出现成抽象道理答案时，人就讲故事安顿自己的迷
惘疑惑。那，什么时候故事没落，人跟故事疏远疏离呢？当人不再对奇特事物好奇，以为几句格言几
条公式就可以解释尽了世界现象；或者当人可以安于裂解生活，不再觉得万事万物应该有彼此连结的
关系时。

27、《故事效应》的笔记-第58页

        故事经常提示我们人间的多元多样性。事实上，好的故事几乎都拥有某种异质生命的对照效果。
故事不擅表示普遍。大家都一样，或希望大家都一样的，用标语用命令或用条文表示比较有效。相反
地，想要展现特色与区别，才用到故事。

28、《故事效应》的笔记-第98页

        故事挑战定义，搜集故事真实或想象中的“例外”，整体来看，故事就是人类经验中“例外”的
集大成。故事成立的最根本理由，其实无他，古怪、奇特、不常见、违背道理，这些就是故事的基本
精神。

29、《故事效应》的笔记-第173页

        故事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依据本雅明的说法，给我们生活里没有、不会有的传奇，故事里的主角跟我们如此不同，所以我们
不能用自己的有限经验去设想他们，所以听故事的人用惊讶、佩服、崇拜的心情看待故事的奇特人物
与奇特遭遇。
    小说呢，是用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的。对日常熟悉的经验。我们受限于个人感官，总是无从获知全
貌，我们不会知道在谈话互动中，别人内心真正在想什么，我们不会知道为什么情人离开我们，不会
知道究意真正是谁斗争了谁，造成公司的人事变动。小说，借由作者的虚构全知位置，把所有因素整
理摊开在我们面前，回答了日常生活里的困惑。
     小说的前提假设是：这些人基本上跟我们一样，故事的假设恰恰相反——正因为跟我们不同，所以
这些人才会进入故事，成为故事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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