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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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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景喜剧是一种深受观众欢迎的喜剧形式
。 “

包袱
”

是情景喜剧中一个重要概念
,

它是情景喜剧 的重要构成因

素
,

也是幽默效果产生的主要原 因之一
。

本文用格莱斯的会话含义分析情景喜剧
“

包袱
”

的构成
,

并试图探讨如何有效传达喜

剧 幽默效果的翻译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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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翻译策略
。

喜剧艺术是各种艺术形式中最具通俗性的
,

也 二
“
包袱

”
的会话含义

是最有群众性的
。

因为喜剧中的笑料实际是来 自 情景喜剧语言有其独特的风格
,

为达到幽默的

于观众 自己的生活经验
,

而喜剧中的
“

包袱
”

则产生 效果
,

情景喜剧语言大量使用双关语
、

谐音等修辞

于演员幽默或讽刺的表演以及他们在语言或形象 手段和其文化中所特有的幽默手法
,

情景喜剧经常

上对生活常规的违反
。

运用对会话含义中合作原则的违反来制造
“

包袱
” 。

19 6 7 年
,

美国语言哲学家 G icr
e
在《逻辑与会

“

包袱
”

是情景喜剧的一个基本构成单位
。

情

话 》一 文 中最早 提出 了会话含 义 (
c
on

V e sr at ion al 景喜剧的
“

包袱
”

就是它 的笑料
。

换言之
, “

包袱
”

即

mI iln ca u[ er )理论
。

20 世纪 80 到 90 年代
,

美国另外 一个装满笑料的袋子
。

在表演过程中
,

演员在观众

一位语言学家 L e vi sn on 对 co vn e sr at ion al mI iln ca u[ er 不经意中将袋子打开
,

把里面装着的笑料在时机成

理 论 进 行 了 一 些 修 正
,

把 G icr
e
的数 量 准则 熟时一件一件呈现给观众—

即抖
“

包袱
” 。

而幽

(Q
u a n * i*y m a x im )

、

质量准则 (Q
u a l i* y m a x im )

、

关联准 默效果的产生就是在演员不知不觉的抖
“

包袱
”

中
,

则 ( R
e l e

v a n e e m a x im )和方式准则 (M
a n n e r m a x im )由 笑点的形成既出乎意料而又合情合理

。 「2〕
可见

,

情
“

四原则
”

改为
“

三原则
” ,

即数量原则
、

方式原则和 景喜剧的笑点在于它打破常规
,

出其不意中挑战观

信息原则
。

换言之
,

如果说话的人完全遵守以上原 众
“

合于情理
”

的语言习惯与心理定势
,

以达到
“

出

则进行交谈
,

那么字面意思可 以直接从说话者交谈 乎意料之外
”

的喜剧效果 ;会话含义就是在说话双

中所使用的词
、

句本身所获得
,

不需要推导
。

然而
,

方对相互遵守的合作原则的违反下产生 的
。

显然
,

在实际的交流过程中
,

说话者并非完全遵守合作准 二者有相似点
。

则
,

事实上他们经常违反这些准则
。

而
“

会话含义
”

徐立新认为
,

幽默语篇有其特定的语言致笑机

正是由于说话这违反 了以上准则而产生 的— 听 制
。

一套即观众认为合乎情理的
、

符合正常思维模

话者不得不透过
“

字面意义
”

尽力推导说话人的
“

意 式的外在机制 ;另一套就是超常规的
、

不符合一般

图
” 。 「l]

观众思维定势的
、

隐含的内在机制
。

在理解过程

《老友记》可称为美国情景喜剧的代表
,

它 由华 中
,

观众首先按照第一套机制理解
,

但当到了抖
“

包

纳兄弟公司制造
,

N B C 电视公司从 1994 年开始播 袱
”

前
,

第一套机制会停止运作
,

观众只能启动第二

放
。

本剧讲述了六个生活在纽约一间公寓的朋友 套机制以应付思维定势受到的冲击
。 「习
换言之

,

外

发生 的一连串故事
,

整套喜剧围绕着六个人的友 在的机制只是内在机制的外衣—
即掩护

,

是为了

谊
、

爱情和事业进行
。

据统计
,

在每集约 22 分钟的 造成墨守陈规的假象
,

当第二套机制启动时会造成

剧情中
,

每十三秒就有抖一次
“

包袱
” ,

充分地表现 更大的冲击
,

产生更多的笑点—
即

“

包袱
”

抖得更

了美国人独特的幽默风格
。

本文根据《老友记》第 响
。

可见
,

幽默是由内在与外在两套机制相互作用

一季至第八季的中英对照文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

而引起的
,

合作原则系统的介绍了幽默效果的产生

分析剧中幽默蕴含的独特美式文化内涵
,

探讨影视 过程—
即歧义是如何巧妙获得的

。

字幕翻译是否有效地把这类独特的美式幽默传递 三
“
包袱

”
的翻译策略

给目的语观众
,

并归纳了字幕翻译特点以及幽默的 不 同的 民族或地区有其不同的幽默传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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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美国人的情景喜剧在英国人的眼 中不一定是

喜剧
,

同样英国人觉得好笑的笑料中国人可能也不

会喜欢
。

所以
,

幽默的传达离不开翻译
,

而翻译的

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幽默的效果
。

下面笔者拟以美

国隋景喜剧《老友记》为例
,

探讨
“

包袱
”

的相应翻译

策略
。

(一 ) 歧义类
“

包袱
”

翻译策略

例 1 P h o e b e : O k a y
, o k a y

.

l f l w e er o m n i p o t e n t

fo r a d a y
,

1 w o u ld

h u n g e r ,

g o o d * h i n g s

b o o b s
!

w a n t
, u m

,

w o lr d p e a e e , n o

fo r ht e ar i n 一 fo er s t …

R o s s : Jo e y
,

w h a t w i ll y o u d o i f

o m n i p o te n t fo r a d a y ?

J o e y : p r o b a b l y
,

1 w i l l k i l l m y s e l .f

A n d

y o u

译文
:
菲比

:
好

,

如果有一天拥有无所不能的超

能力
,

我希望世界和平
,

不再有饥饿
,

雨林不再遭到

破坏 … …还有我的胸部可以再大点 !

罗斯
:
乔伊

,

如果你变得万能了
,

你要做什么 ?

乔伊
:
我大概会自杀吧

。

此类
“

包袱
”

抖的是歧义
。

老友们一起聊天
,

作

作白日梦
,

梦想自己有一天如果变得全能希望得到

什么
。

P h o e b e
的希望是世界和平

、

没有饥荒
、

不再

滥伐雨林和有更大的胸部
。

这时候 J O e y 走了进来
,

R o s S
问他 同样 的 问题

,

J o e y 把
Om n i p o * e n *误 解成

im p ol e n[
,

所以大家听到他说不如死掉算了之后都很

不解
。

这个笑点的产生明显是在违反合作原则中

的方式准则
,

方式准则要求话语不能有歧义
,

而此

情景喜剧中笑料的产生却正是在违反了方式准则
,

产生歧义的基础上诞生的
。

因此
,

笔者认为译者在

处理歧义类
“

包袱
”

翻译时
,

应把歧义的另一面展现

给观众
,

这样观众才能笑个明白
。

应该把 im p ol e n[

(性无能 )这个歧义产生的单词意思译出给观众
。

(二 ) 双关类
“

包袱
”

翻译策略

例 2 R a e h e l : H o w d o y o u e x p e e * m e * o g r o w i f

y o u w o n ,
t l e * m e b l o w ?

译文
:
瑞秋

:
如果你不让我吹风

,

我怎么 能长

大 ?

上例的译文显然没能将原语中双关类
“

包袱
”

所产生的幽默效果翻译出来
。

首先
,

译者没有领会

话语中故意隐藏的
“

暗指意义
”

—
R a e h e l和 R o s s

是男女朋友
,

R ac h e l最近看了一本关于女性要独立

自强的书
,

这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决定以后凡事要

自己做主
,

不再依赖男友 R os
S ,

所以 当 R os S
要求

R ac h e l 按照他 的时 间表安排 约会 日程的时候
,

R ac h e l说了上面的这句话
。

这句话打破了合作原则

中的关联准则
,

会导致听者 R os
S
和观众不能按照原

有的理解推出偏离 的事实— oR
s S
不是约 R ac h e l

去看电影吗 ? 怎么会冒出这样一句不相关的话
,

而

句中的双关语
“ g or w

”

和
“
b lo w

”

则加大了观众理解的

难度
,

笑声有了
,

但是很多观众却并不觉得好笑
,

甚

至不知道到为何发笑
。

原因之一即中美影视文化

上 的差异— 中国的电视极少公开谈论与
“

性
”

相

关的话题 ;原 因之二就是观众在无准备的情况下
,

译者又没有给出正确的译文加以引导
,

所以就导致

演员抖了
“

包袱
” ,

而观众却接不住的情况
。

笔者认

为
,

对于此双关类
“

包袱
”

的翻译不宜采取直译的方

法
,

应该按照 目标受众的文化与理解程度倾斜
,

宜

采取意译的策略
,

可以译为
“

瑞秋
:
如果你不让我

`

吹
’ ,

怎么能
`

大
’

呢 ?
”

稍妥
。

四 结语

总之
,

情景喜剧中笑点翻译的质量关乎情景喜

剧的成败
。

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从语用的角度为解

释
“

包袱
”

的产生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

人们在交

际中要求遵守合作原则
,

这是交际成功的基础
。

而

幽默的产生则是在说话者对合作原则的违反上产

生 的
。

幽默语篇往往存在两套
“

致笑
”

机制— 潜

在的
、

隐蔽的
、

不合逻辑的内部机制和合乎情理的

外部机制
。

两套机制相互作用
,

构建不同的
“

笑

料
” 。

而
“

包袱
”

中所蕴含的修辞包括夸张
、

反语
、

谐

音
、

双关和歧义等
,

这就为翻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

难度
,

这也是译者在翻译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

也

应该引起译界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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