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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幽默与言语幽默》以言语幽默为切入口来认识幽默的面目，探讨幽默致笑的奥秘，分析做幽默
的技巧，了解语言和言语活动中可以为幽默家所用的幽默关联因素，言语幽默是言语美学的一个组成
部分，是最值得玩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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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幽默与言语幽默的界定(一)幽默和幽默感1. 幽默是像喜剧一样的人工制品2. 幽默感是人的一种能
力3. 中国人的幽默感“指数”(二)幽默与笑1. 笑的词语2. 笑的类别(三)幽默与其左邻右舍1. 幽默与笑
话2. 幽默与滑稽3. 幽默与讽刺4. 幽默与机智(四)幽默和言语幽默的形态1. 情景幽默与语言幽默（言语幽
默）2. 语言表达的幽默和语言创造的幽默3. 创造性语言表达幽默(五)言语幽默的"体制"1. 记实幽默与虚
构幽默2. 小幽默与大幽默3. 杂谈幽默、寓言幽默等(六)言语幽默的类别1. 交际幽默2. 讽刺幽默3. 纯幽
默4. 黑色幽默二、言语幽默致笑的奥秘(一)总体构想(二)从制作者本身探奥秘(三)从作品构造探奥秘(
四)从接收者方面探奥秘三、言语幽默的技法(一)语言要素的变易技法(二)“美辞格”的妙用技法(三)
交际规律的顺逆技法(四)罗辑法则的真假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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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趣的是，就像评价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字(方块字)，一些人认为它们落后得不能再落后，另一些
人则认为它们先进得不好再先进，对于中国人之幽默感，也居然有外国学者大为欣赏，在世界各民族
幽默感的大评比中，中国人被《笑的历史》的作者让·诺安授予了“四星级”殊荣。
　　让·诺安说：“研究幽默问题，还可以画出一幅生动的笑的星号图，这是向七十五个不同国家的
有资格的人物，征询他们对本国同胞的看法，汇总后绘制的。
”　　第一是，如果我们想从言语切入研究幽默问题并试图建立“言语幽默学”，那我们应以哪一类
幽默为研究对象。
答：狭义的语言创造的幽默是首选对象，其次是创造性语言表达幽默，再次是语言表达的幽默。
　　我们既然借助言语看幽默，一个重要的目的大概是想了解语言里有些什么东西可利用来制造幽默
，语言有哪些幽默细胞，或者说明幽默创造如何去利用语言要素。
那么，我们着重点是应当立在语言创造的幽默（广义）之上的。
　　不过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平日见到的许多讽刺幽默，不是同样在取笑人们的痛苦或不幸吗?比如我们
笑聋子，笑愚昧无知者，笑不懂装懂表里不一的人。
同时，柏格森不也告诉我们笑的时候要尽量理智和不带感情吗?从这两方面看，黑色幽默实际上都是符
合讽刺幽默的要领的。
问题只在于品钦之流拿痛苦和不幸来开玩笑有些“太过”，他们无异于拿死神在开玩笑：而这，可能
正是黑色幽默与传统幽默(一般幽默)不一样的地方，在传统幽默里，痛苦与不幸很难得达到脸颊上露
出舌头这个悲剧程度。
　　不难明白，在很大程度上，笑力是一种先天的素质；有些人生性乐观、爱笑、“玩笑成癖”，有
些人则生性严肃、拘谨、不苟言笑，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事实。
当然也不能否认笑力有一定的后天性。
长期在有权之位习惯于训人整人的人相对地缺少些笑力，或者说他们原有的笑力会因长久的训人(尤其
是长久地将所有事态“严重化”)活动而衰减，这就是笑力有后天性的一个证据。
有人主张在观看喜剧与幽默时从一开始就面带微笑、嘴角作上翘之势以利培养笑力，这是否有科学依
据，须待考证；但多听多看喜剧与幽默，多与幽默细胞丰富的人交往，遇事尽可能学着宽大为怀，则
肯定有助于培养与锻炼笑力无疑；这是笑力具有后天性的又一证据。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些人总以为幽默是一种精神，无技法可言。
在明白了“笑源”的确实存在(如同电源的确实存在)之后，在摸索了一遍幽默致笑的深层机制之后，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笃信：“言语幽默的技法定有无疑!”本题将介绍一些常见的言语幽默技法
。
　　在作介绍之前，须就各技法所属类别及其性质作扼要说明。
　　人的言语活动大约是受着四种规律的制约的：语言律、修辞律、逻辑律、交际律。
一篇合格的言辞应当在公认的语义系统上使用词语，遵守语法规则等；还允许或要求在切合题旨情境
的前提下使用“美辞法”，以便使表达更生动形象、更具体明白，更富表现力；在逻辑上，所言述皆
符合客观事理，概念准确，判断推理正确；用于交际，能言之有物言之为真，信息量大，又看准了交
际对象交际场合等；⋯⋯一个言语幽默作品，本质上也是一篇言语作品，所以它也逃不出这四种规律
的控制，但是它受这些规律管束的情形比“凡言”要复杂得多。
首先，不少的幽默作品可以划分为幽默背景和幽默点两个部分，幽默背景部分一般是同于“凡言”没
有　　背离各类规律的表现的；幽默点指直接引发笑声的语句，常常有许多不同“凡言”的特点可以
析出。
如　　“还是你自己挑吧。
”老李辞职了，伙计的脸转向太太去。
(老舍《离婚》)　　这例的幽默点只在“辞职”一语上，其他部分为幽默背景文字，看得出来，“辞
职”的用法是违律的。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幽默点都是违律的呢?这又有种种的情况，容一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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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实有一大批言语幽默是通过背离语言律而形成的，在幽默点上，或者词语的固有的意义被歪曲
了，固有的形体被肢解了，或者出现了语言里没有的奇怪词语，或者句意被篡改了，等等。
于是就形成一类以变易运用各语言要素的幽默技法。
这变易，这背离，一方面只存在于幽默点上，另一方面又都是能较易地为语言常律所“识破”的越轨
行为，所以(看客与听众很放心地认为)并不对语言规律构成真正的威胁，却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喜剧手
段。
(二)另有一部分言语幽默是受交际规律支配形成的，只不过这种支配又有顺逆两个方向。
有时，机智人物能随机应变，充分利用交际环境所提供的条件，敏锐地抓住对方言行中可利用的因素
，只稍稍变动一下对方的语句，就反败为胜，变被动为主动；这便形成顺应交际律的幽默技法。
但有时候，言语幽默则　　是通过违逆交际律来形成的，在作品本身，或者满纸废话假话，或者对牛
弹琴，或者目中无人又无己，交际总不成功。
此处所违逆，同语言本体各类规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其中的遣词造句，看不出语义语形上的不合，
看不出语法上的毛病，所以只能认为是违拗交际规律(原则)的幽默技法。
(三)被修辞学家们称为“美辞法”的一些技法，本来就是为着使言语生动有趣而固定下来的表达方式(
通常有特定的格式)；对这些方式所表明的修辞规律，言语幽默的创作者无须再加背离，只须巧加利用
巧为安排就行了，只在“巧”字上与“凡言”里使用这些技法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这就形成一类妙用修辞方式的幽默技法。
这类技法也并不破坏语言律。
(四)还有一类幽默技法是以逻辑法则为其背景的。
有时是“真家伙”，创作者让机智人物以逻辑规律为武器在斗智性的论辩中胜取对手，引来笑声；有
时则是“假家伙”，言语所表现的逻辑似是而非，作品的机趣就在由“似是”而至“实非”的识破过
程中显示出来；还有的时候则简直是对逻辑律的“粗暴践踏”，或明显自相矛盾，或通篇荒唐无稽，
这自然是为着讽刺的。
所以这一部分言语幽默中的逻辑是真真假假的，是逻辑法则的真假技法。
　　言语幽默技法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作多角度多层面的观察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幽默技法的
系统性与完备性。
虽然语言(学)技法、修辞(学)技法、逻辑(学)技法、交际(学)技法彼此之间不是全然无涉，但是这种分
别是客观存在的，各有着自己的内涵，难以互相替代。
单从某一角度去研究幽默技法当然是允许的(如现在有的文章研究“幽默与修辞”、“幽默与逻辑”)
，但单角度的技法不能看作整个言语幽默的技法则是无疑的。
　　因为这一番话好像还没有人说过，所以我们只好不避枯燥和艰涩，勉为之说。
请读者仲裁，亦请原谅——原谅这一番快要达到幽默反面了的说明。
　　同“唐·吉诃德”以及“秩序”等一样，“牛”的词性“搞错了”，但这“搞错”有很强的表现
力，用出了横生的妙趣，所以不同于“又都秩序了”这种真正的错误，因此也就不叫“飞白”。
原来，语言“法”并不同于婚姻法之类，前者以知法懂法为目的，明知故犯是一种更高的用词造句境
界，不知不懂自然要受重罚；后者以落实到行动上为目的，不知而犯法虽该罚却情有可原，明知故犯
就断不能轻饶了。
实际上，鲁迅是自己在幽默，那买者和刘石甫则可能没有一个幽默细胞——那里的幽默在并未露面的
创作者身上；鲁迅犯了“错误”，读者生出意内感，拍手称好，买者和刘石甫犯了错误，读者生出鄙
夷感，笑他们无知。
　　但是在言辞的表现上，不管哪一类型，都属于“不讲道理”的强行搭配，都以“严重地”背离语
词搭配惯例为特征。
由于都是一种背离行为，所以，即使如鲁迅的“牛一下子”’在我们的心理底层实际上也是给它投不
赞成票的，尽管我们在另一方面又为它拍手称好；从维护语言“法”的原则出发，大家只允许作家偶
一为之，而不是经常地如此。
有一则“老外”学汉语的趣闻，很能说明语言搭配“法”的不能违背和强行搭配的滑稽性。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军队的武器装备匮乏，而战士们的作战热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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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十分渴望拥有枪支，司令官有些两难地说：“咱们一人一杆枪——，”战士们一下欢呼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
”听到这后半句，战士们一片失望神情。
司令官接着说：“两个人一杆枪吧——，”战士们立即报以热烈掌声，随后却听到了“暂时也还不行
”，大家十分的沮丧。
“而三个人一杆枪——”司令官再次拖长了嗓音说话时，下面反应已很冷淡，“就完全可能作到了，
”战士们惊喜了，但没想到司令官还有半句没说完：“不过全是木头枪。
”此时全体战士像泄了气的皮球。
这笑话的致笑力历久不衰，方法上就是将一句话(AB)故意停断分两次(A，B)说完。
致笑原理近于“同句异谓”之类，是情景上的转移错置导致心理上的惊奇意外：A段给出的是甲情景
，听众心理亦导向甲并产生相应期待，但B段出来之后AB共同给出乙情景，而乙情景大异于甲情景，
大大超出听众意料，心理上的惊奇意外于是转化为笑声。
　　之方法极易学习，常常被人们当作一种游戏手段。
自习课里，趁老师不在场，调皮的学生突然走上讲台，用黑板擦敲了敲讲桌，清清嗓子，拉长了声音
说“我是省委书记——的秘书”，笑声就充满了整个教室。
六、七十年代，中小学的学生相对“自由”，这样的滑稽剧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如果彼此都是可以开开玩笑的，那你也可以这样将你的甲朋友介绍给乙朋友：“这是我们冷柜厂厂长
——最得力的助理陈大明”，“这是管小姐，是我们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鲍粤明的夫人”；如果
大家能认可这一介绍，气氛肯定很轻松，新认识的朋友之间也不会没有话讲。
　　研究语法的专家告诉我们，有些动词的施受方向与带不带宾语有联系：不带宾语是一种方向，带
上宾语是另一种方向；这一特点正好为停断的幽默手段所利用：先说出一个不带宾语的主谓句，然后
再补出动词的宾语。
同事们都在敲康乐棋，你突然跑去，气喘吁吁地说：“怎么办!我孩子丢了——一只手套!”效果肯定
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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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起先，这个册子是取名为（言语幽默学）的。
以"学"名之，并非企图建构一门学科的框架，更不是意味自己的学问作得有多深；主要是想表明：我
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审视幽默与言语幽默的；幽默和言语幽默的探究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其中有许
多学问可作。
　　事实上，言语幽默的研究是我当时关于言语美学（语言美学）-研究这个大课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抱憾的是这课题中其他内容的研究后来因故而中断了。
我以为，言语幽默是语言运用所形成的一种美的形态（这里，我主要是指"语言创造的幽默"），是言
语作品中最值得玩味、最令人留连忘返的部分。
透过它，可以看到十个语言社团的成员对本社团语言工具运用的娴熟程度，尤其能看到他们对语言的
辩证的剖析与运用；或者说，言语幽默是人们对自己语言的辩证思维的结果。
从我们关于言语幽默的致笑机制和各类形成方法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一种语言，一方面有自足的成体
系的各种规律法则（在此基础上，言语活动也形成一系列规则；此从略），是严谨的，有序的，它使
语言使用者有所依循，使语言用作全体成员的信息交流的工具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语言的各个方
面又都有些"漏洞"、有些"缺陷"，自身充满着矛盾（相应地，言语活动各类规则也不是无懈可击；此亦
从略），比如文字、词语音形之间的矛盾、音义之间的矛盾、形义之间的矛盾，又如书语和口语之间
某些成分的不完全对应，又如语言要素新（现代成分）旧（历史成分）之间的矛盾，⋯⋯正是语言这
相对"松散"和"无序"的一面，使得语言具有开放性和恒久生命力。
其严谨性有序性制约使用者的规范运用，其相对松散与无序让使用者有用出新意、表现个性的可能。
语言使用者为着特定的交际目的，在清醒地认识到语言既成规则的．前提下，故意钻钻语言的"漏洞"
，故意利用语言的某些"缺陷"，这在表面看来像是不循规范，实际上是对规范的发展与补充；任何规
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规范也需要发展与补充，否则就是桎梏。
词的多义系联以及一词多义的演变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一方面，词有定义，多义系联与意义演变有
一定规律；另一方面意义的演变从而多义系联的形成又要依靠使用者在相似联想与近接联想的基础上
突破已有规范的运用（当然，须是多次的、反复的）才有可能。
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规范是相对的，突破规范是绝对的；规范只有不断地被突破补充，新的规
范才会形成-，规范才是有存在价值的规范。
语言本身大致也是如此。
其有序是它相对稳定的状态，其无序是它能够不断发展的内在机制，整个语言正是以"有序--无序--（
新）有序⋯⋯"这样的方式发展着的。
不能指望有一种完全有序的语言；完全有序就成了封闭系统，而封闭系统是无生命力的系统。
好的言语幽默作品从根本上说正是创制者洞悉、悟察了语言内部这种对立统一机理的结果。
我们常说，"美是和谐的"，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任何美的和谐都是对立（对比、矛盾、冲突
等）之下或对立之中的和谐。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王维）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孟浩然）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王之涣）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柳宗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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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过《幽默与言语幽默》，读者可以对幽默有更深刻更入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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