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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孙绍振本来是研究新诗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横空出世，在遭
受长期围剿之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经典文献“三崛起”之一。
但是，他好像并不像他的战友谢冕那样对于新诗艺术从一而终，不久他转向了美学和文学创作理论的
研究，又参与了80年代中期主体论的论战，成为批判陈涌的一员悍将。
经过80年代末的风波，他可能是有点幻灭了，加上又是去德国进修，接着又去美国讲学，他在理论上
沉寂了几年。
熟悉他的读者发现，他的兴趣转向了幽默，很快以一个幽默散文家的面貌出现，出版了好几本幽默散
文，其中《美女危险论》还成为他的代表作。
在写作幽默散文的同时，他收集了大量幽默的学术资料。
早些时候，他也做些通俗的、以操作性为特点的关于幽默的研究。
这很快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注意，1992年，他在中央电视台做了20集的《幽默漫谈》节目。
此时，他的幽默研究，有他一贯的乘兴而为、随机而行的风格，然而，他很快就走向了自觉。
中央电视台讲座的思路，成为这本书的理论基础。
他告诉我，本书的理论核心，也就是幽默逻辑的“错位”规律，就是在讲座的过程中，即兴冒出来的
。
他觉得这一点很宝贵。
后来他写了两篇论幽默逻辑的论文，一篇还被《新华文摘》转载。
在这以前，他早就写成了这本书，但为出版商所误，几乎不了了之了。
最后在1998年，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印了可怜巴巴的1500册。
　　这次经过作者大幅度的修改，本书增加了近10万字的篇幅，令人耳目一新。
　　喜剧大师、相声大师未必都是幽默理论家，并非所有从事喜剧研究、撰写幽默学术著作的学者都
能在幽默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一个席位。
幽默是文艺关学的一个分支，幽默理论同样也是一种艺术，而不单单是理论。
发现它的奥秘的人必须具备多个层次的先天素质和后天素养。
　　按照孙氏的幽默理论，幽默是对常规逻辑的解构和超越，主要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逻辑。
很显然，这个理论适于缓解生活中紧张的人际关系，释放某种焦虑、紧张的情绪，是一种用来排解紧
张关系的缓冲剂或精神消毒剂。
这就要求某种对于世俗功利和认知的超越。
心灵的自由和智慧的充分发挥，是互为肌理的。
因此，如果如他所说，幽默是对理性逻辑思维的心照不宣的超越，具体说来就是逻辑的“错位”(或“
篡位”)，那么，它恰恰又是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思维的驱使之下对常规思维、常规逻辑的“复位”，而
不是由于神志不清、精神紊乱而造成的疯狂。
所谓幽默的情感逻辑，不是在笑话背后不要逻辑，不要理性，而只是情感对常规逻辑的扭曲变异；不
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活动，而且是理性对于非理性的一种错位，是理性逻辑对情感逻辑的反衬。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对于从事幽默研究的人来说，将幽默作为文艺学(特别是喜剧美学)的一个分支
来著书立说的人，没有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不可想象的。
在孙绍振的写作生涯中，自《文学创作论》之后，从他关于真善关三维“错位”和小说人物对话中的
心理“错位”的研究，到后来的《论变异》，以及这一本以逻辑“错位”为理论核心的幽默专著，我
们可以看到有一条内在的发展线索一以贯之。
这条线索就是有关生活与作品、情感与逻辑、心理活动与言语，以及心理活动中清醒的意识和潜意识
之间的差异、“错位”的精湛研究。
我们完全可以说，孙绍振是我国第一位研究文学领域内各类“错位”精神现象的专家，“错位”是他
的全部文学理论辐射的核心，迄今为止他的全部著述就是一个有关“错位”范畴的规模相当完备的理
论体系。
而这在20世纪末，包括西方各家各派的文艺理论在内的万紫千红的园地里，也是独树一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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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过孙绍振课的学生，或听过他演讲的人，从不曾感到过疲倦。
他的演讲是幽默的，同时又是雄辩的，深入浅出，悬念跌宕，赞赏者赏心悦目，连持异议者也往往忍
俊不禁。
他曾多次向朋友们透露过一个心愿，他本来的职业应该是去学法律当律师。
此言并非“装傻充愣”、“故作大言”的幽默法则的运用。
他同时还常常在朋友中间不无自得地谈起他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刻苦阅读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资本
论》的情景。
他说，他得益于两本研究《资本论》辩证逻辑的学术著作。
他对《资本论》的辩证逻辑进行了一番刻苦钻研之后，终生受用不尽。
孙氏学养的这一内情，是鲜为外人所知的。
孙绍振老是不客气地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态度，鄙薄那些矛盾百出、连形式逻辑也半通不通的论敌
。
舒婷曾说，辩证法在他手里成了“玩熟的鸟”，他以幽默的谈吐和辩证的具体分析，陷论敌于狼狈不
堪的境地。
在这里，我也许还应指出，孙绍振在遇到根本不是对手的对手时，有时不免恃才傲物，鄙视过甚，就
是在学术论文中，也以幽默和诡辩结合形成一种亦庄亦谐的风格。
刘再复在20世纪80年代曾称颂孙绍振是我国与他同辈的学者中“运用辩证逻辑最为娴熟”的一位。
这是有史为据的，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他支持刘再复反击陈涌辩论的那一篇大作。
说他文风雄辩且幽默，并非全然是溢美之词。
在我看来，孙绍振娴于逻辑，对逻辑破绽特别敏感，用之于论争使他高谈雄辩、语惊四座，而今用之
研究幽默，又使他似乎轻易地发现了幽默的错位逻辑。
　　孙绍振本来献身于诗歌创作，出过诗集，但不久便致力于文艺美学，后又偶然地介入幽默领域，
是颇堪玩味的。
仅就孙氏自身的素质而言，他天生就是一个幽默家，高谈阔论，欢声四起，正因如此，他似乎比职业
的喜剧家、以幽默学为终身事业的人更能在理论上对幽默挑幽剔微。
　　当然，他之所以富有幽默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心胸豁达。
如果没有这一条，其雄健的理性思维和错位幽默逻辑将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霍布斯曾说，幽默是“突然爆发的优越感”。
他所指的应是对于世俗功利的优越感，因此我想这里所说的优越感好像翻译成超然感、距离感更好。
而优越感和距离感若没有豁达的精神，没有对人对事的雅量和胸怀就不可能产生。
距离感不等于优越感，但优越感必以距离感为先决条件。
小而言之，对一般存在的人际关系，大而言之，对人和人性的弱点，对历史的盲区和误区，没有距离
感，就根本不可能把它们转入幽默的逻辑。
绍振兄有时不免一时情感冲动，卖弄聪明而得罪人，但就我所知，虽然青少年时期备受压抑和挫折，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主义者，这也不是说孙绍振是一个善于忘怀的昏昏
然者，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他每每珍视对方的好处，亲情交流、友情交流，他总是铭记住那些美好
的东西，而把不愉快的背离，以至我们常人难以忍受的出卖、背叛、欺压一笑置之，他也总是尽其可
能地寻找那些能为他人洗刷清白的历史原因和客观情境。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他的坦荡胸怀，一方面常使他心不设防，但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心灵自由，为他在逻辑解构、价值错
位、心理落差等的研究赢得广阔而深邃的思维空间。
　　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我想干脆挑明的是，幽默学科尽管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已经开始，中
经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柏格森，到了当代已成为整个文艺学科的前沿阵地。
孙绍振在本书中所揭示的逻辑错位论，可算是一大发现。
正如孙先生在本书第十二章中所指出的，所有西方经典的幽默理论，其根本局限在于用西方传统的一
元逻辑去解释幽默的特殊逻辑结构，因而总是到了一定的深度就难以深入了。
孙先生从他在研究文学创作所得出的真善美价值“错位”理论和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错位”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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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进一步阐明了幽默逻辑结构的“错位”特点。
与审美的情感逻辑一样，幽默逻辑超越了理性的一元逻辑，用这个理论已经可以诠释康德的期待——
落空理论、柏格森的机械镶嵌理论、叔本华的观念与对象“不一致”(incongruity)理论；但是他还颇有
野心地进一步提出，这些大师们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但在于观念上的某些漏洞，而且在于方法上局限
于一元逻辑。
强大的西方传统一元逻辑惯性使得他们只看到幽默现象中一元逻辑的中断，因而导致期待的失落，但
是幽默逻辑并不终止于中断和失落，在失落之后，还有一个落实或者顿悟。
这是由于幽默逻辑从一元逻辑失落之后又在另一重逻辑上回归了。
也就是说，从一元逻辑悄悄地滑行到第二重逻辑上去了。
正是因为悄悄地滑行到第二重逻辑上去，才使得失落变成了顿悟。
孙先生把这个现象归纳到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去，称之为“二重错位逻辑”。
在理性思维过程中，二元逻辑本来是可能导致混乱的，但是由于在二重逻辑的交叉点上有一个概念，
不但适合于第一重的显性逻辑，而且适合于后来产生的(亦即第二重的)隐性逻辑，这样，就使得二元
逻辑没有互相冲突，也没有互不相干，而是变成一种奇特的从显性的失落到隐性的落实，其隐性逻辑
又在顿悟过程中转化为显性逻辑，这是一种二重错位的结构。
解开这个错位结构之谜的关键，自然是其逻辑结构的从显性的中断到隐性逻辑的重新连续。
但是，构成这种连续的，或者使得这种从中断到连续的过程得以自然地进行的，却在于孙氏的另一发
现，那就是这个中介概念被隐秘地偷换。
由此孙氏得出另一结论：隐秘地偷换概念成了幽默逻辑操作中的另一个关键。
　　孙氏在本书中还揭示了幽默、滑稽、讽刺之间的反比定律，诡辩、雄辩、幽默之间的互相消长的
关系。
在这样一本并不算太厚的书中，竟然集中了这么高密度的学术见解，实在是很难得的。
由此我完全可以说，孙先生在西方经典笑的期待——落空理论和机械镶嵌理论、“不一致”理论之后
，以他的逻辑“错位”论开辟了诠释幽默逻辑法则的新天地。
这样一本学术性很强的著作本该以学术论著的形式出现，但是考虑到过分学术化会影响读者接受范围
，孙先生乃决定用比较通俗的文体来展示他这几年的学术成就。
这从学术上来说，不免多少有一些损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何尝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呢？
有时，对一个问题的最简明的、通俗的阐述往往要比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需要更加深邃的才智，更加
融会贯通、更加灵活的思维。
不过，孙先生好像总是不能满足于通俗地叙述他的研究成果，所以，本书的某些章节其文风就比较学
术化。
我指的是曾经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本书的第十二章第四节和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其他章
节，我相信，敏感的读者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1997年初稿　　2007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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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幽默心理和幽默逻辑》主要内容包括：交流之难源于人性本身、幽默、诡辩和雄辩、把颠倒黑白的
胡话转化为幽默等主要幽默心理相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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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1990年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进修，1992年在美国南俄勒冈大学英文系讲学，1995～1996年在香港岭南大学
进行访问研究。
著作有：《新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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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幽默 附录一 演讲在口才中的地位 附录二 论幽默逻辑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幽默心理和幽默逻辑>>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交流之难源于人性本身——幽默是治疗情绪膨胀最好的药方　　一、无效交流和有效交
流　　幽默在社会生活中属于人际交流范畴。
人需要交流，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
　　关于人，自古以来有许多定义。
古希腊的哲人把人定义为“无毛的两足动物”。
马克思把人定义为能够制造工具，有目的的劳动者。
而当代西方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认为，能够使用象征符号是人的最大特点。
其实，他对人的定义，与古希腊哲人的定义和马克思的定义并无矛盾。
无毛的两足动物，指出了人的生物形态的特征；制造工具，则是这种生物赖以发展的条件；而使用象
征符号或者语言，则是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所必需的。
人类制造工具，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
工具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发展的，所以，无毛的两足动物如果不用语言符号交流
思想，生产就不能进行，更谈不上社会文明的发展。
　　语词作为象征性质的声音符号，不是客观必然的，而是主观的、约定俗成的，是社会认同的结果
。
照理说，有了社会认同的声音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和情感应该是很顺利、很充分的。
但事实上，人与人的交流经常是困难重重的。
这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丑是文化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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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幽默学科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就已经开始，中经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柏格森，到了
当代，已成为整个文艺学科的前沿阵地。
作者在本书中所揭示的逻辑错位论，可算是一大发现。
按照孙氏的幽默理论，幽默是对常规逻辑的解构和超越，幽默主要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逻辑。
很显然，这个理论适用于人们缓解生活中紧张的人际关系，释放某种焦虑的情绪，是一种用来排解紧
张关系的缓冲剂或精神消毒剂。
　　——楼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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