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引言

幽默的范围极广，有艺术上的，如戏剧、绘

画、舞蹈、音乐等；也有语言文学上的，如笑话、

小品、故事、小说等 （吕光旦，!）。本文重点研

究的属语言文学的幽默，称为语言幽默，主要涉及

幽默对话中的幽默。令人发笑是幽默的主要特征，

除此之外，幽默还有另一个特点，即一般比较含

蓄。由于幽默语言含蓄，可以用于一些不便明说但

又不想沉默的交际场合，如：嘲讽，泄怒，反击

等" 可以达到一种较强的效果。读者读到这类幽默

时会觉得好笑，觉得在这样的语境下这样的语言说

得妙，但妙在哪里呢？有时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但事实上可以从多方面、多层次地了解幽默语

言的特征和规律，了解幽默语言的产生过程，这一

点引起不少语言研究者的兴趣。我国语言学界对英

语幽默的研究起步于 !# 世纪 $# 年代，成果散见于

学术刊物当中，其中分别从歧义、修辞学、语用、

认知等不同角度研究幽默语言，初见成果。但就幽

默语言的产生机制的研究仍有欠缺，故笔者收集了

大量的幽默话语，通过归纳、整理，力图探求幽默

语言产生机制的语用因素，希望对幽默语言研究和

实际交际有所启示。

" 幽默对话的结构分析

幽默话语幽默效果的产生往往由于某一句话的

产生，所以对这句幽默语言出现的位置进行分析很

重要。首先对语言幽默结构进行分析。在本文中，

幽默话语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对话，这样的语言

幽默中有两位参与者，其中一位处于发话人的地

位，另一位处于受话人的地位 （也象征着听众或读

者 ） ，在 以 下 的 分 析 中 ，本 文 分 别 用 %&’()’* +
（简称 %+）和 %&’()’* , （简称 %,）表示。另一

种是在对话之前有描述说明性语言的幽默，即由

-./0’10 2 语 境 3、 %&’()’* +、 %&’()’* , 三 部 分 组

成。幽默句的位置出现有两种情况，一是出现在

%&’()’* + 中，二是出现在 %&’()’* , 中。

# 幽默句效果实现过程分析

!" # 幽默对话中的语境转换

一般而言，语境就是言语交际所依赖的环境

（何自然，!4#）。其中人们交际时共处的社会语

境，指说话人使用语言和听话人理解语言的客观环

境，如交际场所，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和彼此间

的关系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还有交际双方各自

不同的认知环境，即各自不同的经验、经历知识等

足以影响交际认知的种种情况。另有语言语境指文

章或言谈中为话题的上下文或上下句。在幽默话语

中，即表现在 %&’()’* + 和 %&’()’* , 的话语以及

说明性描述语言的语境。当话语幽默中的 %&’()’*
+ 向 %&’()’* , 发出一句话后，由发话人 %&’()’* +
与 %&’()’* , 的 地 位 以 及 他 们 之 间 的 关 系 ， 在

%&’()’* + 和读者头脑中会产生一种语境假设和对

%&’()’* , 回答的一种期望。然而， %&’()’* , 根据

自己的需求，创造出另一个语境假设，从而给出与

%&’()’* + 预期完全不一样的答案，使人们在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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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幽默话语的过程中，由于新旧信息语境假设发

生冲突，舍弃原先 （"#$%&$’ (）的语境假设，推

翻已做的解释，然后从 "#$%&$’ ) 的回答找出新的

最佳相关的语境假设，使它与新信息进行复合做出

新的合理的解释，从而完成由一种语境跳入另一种

语境，实现语境的转换。下面举例分析。

例 *："( （军事考试面试官）： “一个漆黑的

夜晚，你在外面执行任务，有人紧紧地抱住你的双

臂，你该怎么说？”

") （参加面试的参军者）： “亲爱的，请放

开我。”

分析：由于 "( 与 ") 的关系是军事考官与参

军者之间的关系，加上 “你在外面执行任务”这种

语境知识决定考官问话是一个严肃的军事问题，意

在考察 ") 遇到危险时的机智勇敢和如何化险为

夷。因此，"( 和读者的头脑中建立的语境假设

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有一个敌人要袭击 ") ，紧

紧抱住 ") 的双臂，要求 ") 对此反应作答。在 "(
和读者头脑中设想 + 预期的回答应该是针对敌人，

从而使自己化险为夷。然而 ") 的回答 “亲爱的，

请放开我”却出乎预料，似乎不是说给敌人听的，

这使得 "( 和读者头脑中已有信息的假设与新信息

假设出现冲突，读者不得不重新搜索由 “亲爱的，

请放开我”这一明示语境产生的新的情景假设，即

暗含语境。在 "( 中的 “有人紧紧地抱住你的双

臂”的语境假设除了会是敌人抱你双臂外，还可以

是其他人抱住你的双臂。 “亲爱的，请放开我”则

表明应试者头脑中的语境是一位恋人把他抱住，此

时在读者头脑中的语境已经发生转变。由危险处境

转变为亲密处境，由敌我关系转变为恋人关系。

") 的回答似乎有悖于常理，戏谑的把敌人的袭击

看作为恋人的拥抱，但也不失为一句妙语，反映应

试者从容镇静和临危不惧的豁达心理。

!" ! 语用前提的可取消性实现幽默对话

,- ,- * 什么是语用前提和语用前提的可取消性

语用前提是指在某一特定语境中该命题及其否

定都衍含的那些命题。是依赖于某一特定语境交际

双方都共同具有的知识 （胡壮麟，*.,）。前提

（#’$/0##1/23214） 5 也是一种推理，是从另外一个

角度进行的推理，在语言结构的基础上，依靠逻辑

概念一语义、语境等推断出话语意义的先决条件

（何自然，67 8 6!）。语用前提笼统指那些对语境

敏感的，与说话人 （有时还包括说话对象）的信

念、态度、意图有关的前提关系，是说话人与当事

人的预设，涉及到当事人的态度和意图，涉及说话

人所作的强调，是互知的。语用前提的可取消性

指：如果我们在原来话语的基础上添加一些话语，

或者附加某些前提，从而改变语境，则话语原来具

有的隐含意义就可能消失 （何自然，7,）。幽默话

语中的语用前提的取消分为三类：一类是 "#$%&$’
( 话语明示一语用前提，"#$%&$’ ) 的回答却取消

该前提。二类是 "#$%&$’ ( 说出的话让 /#$%&$’ )
或读者产生一种语用前提，在这种语境下双方共同

认为最相关联的语境，当 "#$%&$’ ) 沿着这种语用

前 提 的思 路 给 予 反应 后 ，"#$%&$’ ( 添 加一 些 语

言，使原有的语用前提失去其语境，从而得出另一

语用前提，由此达到效果。另一类是幽默句出现在

"#$%&$’ ) 的回答上，"#$%&$’ ( 提出问题，"#$%&$’
) 的回答却可以在多种语用前提下进行理解，让读

者或 "#$%&$’ ( 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其一，从而产

生幽默效果。

,- ,- , 用语用前提的可取消性分析幽默对话中

的幽默效果

例 ,： 苏格拉底娶了一个刁蛮的老婆，他的

朋友 （"(）问他： “为何要娶一恶婆？”苏格拉

底 （")） 答 道 ： “驯 马 的 好 手 知 道 驯 马 要 驯 烈

马，我就是为了能和所有的人和睦相处，所以才娶

了这么一个老婆。” 9 谭达人5 7 8 ! :
从 "( 的问话看，其语用前提为 “娶一恶婆不

是一件好事”。然而 ") 的回答取消了这一语用前

提，因为和世上最刁蛮的人能和睦相处的话定能和

所有人和睦相处，从而训练了自己与人和睦相处的

能力，从而得出 “娶一恶婆不失为一件好事 ”的

语用前提。") 的回答是该段的幽默句，它使不利

因素变为有利因素，让苏格拉底摆脱了尴尬的处境

并达到一种幽默风趣的效果，也表明其乐观宽厚的

处世态度。

例 ;：<=$ >$%4’/ ?1’@/
9 "(: "30@$43 %A 2B 3=$ @$%4 @1$/4’ 3 3%&$ C%D&

E=%3 =$ /%2@ 31 F$ 3=2/ F1’424G 5 H %F G124G 31 I$%J$
D1II$G$ -

9 ") : "30@$43 C A E=%3 @2@ =$ /%K L
9 "(: "30@$43 % A =$ 31I@ F$ 31 I$%J$ D1II$G$-
根据一般的共同知识，发话者 "( 的话语会产

生的语用前提为 “主任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或者

“不该说的话”，比如伤害学生自尊的话等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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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受不了而以离开学校相威胁。学生 " 显然也

这样认为，于是在这样的语用前提下提出疑问，是

什么话使你以离开学校相威胁，而学生 # 回答：

“他叫我离开学校”取消原来的语用前提，产生另

一语用前提，学生 # 必须执行主任的话，因而主

任叫离校只好离校$ 从而达到黑色幽默的效果，这

也是很多称为的 “设置话语圈套型”。

例 %：# &’(’)*+ ,’- ’-.*/ 01 23- 4’53*-6 *&7481**
98+ ’ +*:8&&*(/’638( 98+ ’(862*+ ;80$ 62* &’(’)*+
628<)26 2’+/ ’44 (3)26 98+ -8&*623() 62’6 ,8<4/ 0*
28(*-6 ,3628<6 2<+63() 62* 18<() &’(’- :2’(:*-$ 2*
93(’441 ,+86*= “18< ,344 0* 4<:.1 39 18< :’( )*6 23& 68
,8+. 98+ 18< > ”（王佐良，?@ A B@）

在本例中，这位雇员的请求可认作是 C# “请

写一份推荐书”，这位经理的回答则为 C" 写上推

荐话。面对懒惰雇员的请求经理进退两难。说实话

吧，会因此让其失去工作机会，说谎吧，又有愧于

心，对不起新老板。聪明的经理最后想出两全其美

的话语 “18< ,344 0* 4<:.1 39 18< :’( )*6 23& 68 ,8+.
98+ 18< > ”既可说是道了实情又可说是说了雇员的

好话。因为 C" 的话语可有两种语用前提：’> 雇员

很 懒 D 0> 雇员 很 不 错 。在 不 同 的 语 用 前提 下 对

“E8< ,344 0* 4<:.1 39 18< :’( )*6 23& 68 ,8+. 98+
18<” 理解不同。如在 ’ 的前提下，意思是因他很

懒，不怎么工作，你若能让他给你工作，即请动一

个不易工作之人，那算你幸运。在 0 的前提下，意

思是由于他能工作很好，你若能让他给你工作，那

你很幸运，会给你带来成绩。这位经理的这句话，

在雇员面前，取消第一种前提，使雇员感到满意；

在另一家公司面前，取消第二种前提，告诉该公司

实情。此乃真可谓一语双关，既给了雇员面子，又

让自己得以开脱作假证的说话，实在精明。F> F> G
焦点转移改变语用前提从而实现幽默意味

语用前提涉及到说话人所作的强调，同一语句

的前提会因语义成分的强调焦点不同而产生变化

（何自然，B!）。在幽默对话中，C7*’.*+ # 的话

语由强调某一焦点而产生一语用前提，而 C7*’.*+

" 则偷换其强调焦点而产生另一语用前提，否认

C7*’.*+ # 的语用前提，从而 C7*’.*+ " 的话语让

读者感到发笑。

例 ? H C"I “#+* J 3( 48K* ,362 2*+L” H C#I
“M2’6 N()43-2O E8< -28<4/ -’1 $ ‘J ’& 3( 48K*

,362 2*+ $ ,* ’+* 3( 48K* ,362 2*+ $ 62*1 ’+* 3( 48K*
,362 2*+ ’$

H C" I “P**$ ,2’6 ’ )3+4 J 73:.*/O ”

H王佐良，QF! I
例中 C# 的语用前提是在主语为不同代词时，

"N 动词应用不同形式，如 J—R ’& $ ,* —R ’+* $
62*1 —R ’+* $ C# 的强调焦点在 "N 动词上，“J ’&
3( 48K* ,362 2*+ $ ,* ’+* 3( 48K* ,362 2*+ $ 62*1 ’+* 3(
48K* ,362 2*+ ”。而听者 C7*’.*+ " 将 C7*’.*+ # 的话

语中强调的焦点转移到代词 J$ ,*，62*1 上，即变为

“J ’& 3( 48K* ,362 2*+ $ ,* ’+* 3( 48K* ,362 2*+ $ 62*1
’+* 3( 48K* ,362 2*+ ”$ 从而否定 C7*’.*+ # 的语用前

提而变成新的语用前提，“-8&*08/1 3- 3( 48K* ,362
2*+（有人爱她）”$ 从而推出我爱她，我们爱他，他们

爱她，很多人都爱她，因而发出 “我爱的是怎样一个

女孩”的感叹。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 结束语

幽默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是

没有了幽默，生活中就会少了许多笑声。而欣赏

幽默虽非难事，也非易事。况且，若能品出幽默

语言的精妙之处，运用幽默语言于生活之中、交

际之中，既能博得一个幽默风趣之人的美称，又

能使交际得以和谐顺利的进行，或在唇枪舌剑中

既不失风度又不缺力度地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对某些幽默语言从语用学的角度结合实例进

行 了 分 析 ， 探 讨 了 幽 默 语 言 的 实 现 与 语 境 的 转

换，语用前提的可撤消性的关系，浅析其产生的

幽默效果，希望能对提高读者对幽默的欣赏水平

和创造能力有所帮助，给语言增添更多的魅力，

给生活增添更多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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