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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幽默中夸张的表现形式及其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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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夸张是汉语言语幽默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语言形式，具有较强的幽默生成能力。老舍幽默小说《二马》中的含有夸
张的言语幽默，研究发现夸张作为汉英共有的一种修辞手段，直译是最主要的翻译方法，其次是意译和换译，省略的使用频

率最低且很可能会造成幽默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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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语幽默是日常交流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

也是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的语言形式。国内外学

者均从修辞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心理

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言语幽默进行了多

维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使用双语平行数

据库这一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为数不多。［１－２］此

外，修辞手段是汉语幽默最直接的表现形式，［３］而

单从修辞角度研究言语幽默又不全面，本研究将修

辞与言语幽默概论这一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方式

就弥补了这一不足。本数据库的汉语语料来自《二

马》，它的英译本“Ｍｒ．ＭａａｎｄＳｏｎ”［４］２是对应的英

语语料。《二马》自出版以来，就以其幽默的语言特

色广受欢迎，在对人物的塑造上老舍采用他擅长的

幽默笔调，通过夸张的，漫画式的人物描写，来进行

揶揄和嘲弄。［５］英译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该出版

社有比较悠久的海外出版经历，［６］此外该译本的热

销也充分证明了该译本的质量之高。由此可见本

研究的语料极具代表性。通过检索，笔者发现，含

有夸张的幽默语段共 ６６条，占所有幽默语段的

３０％，所以夸张有着很强的幽默生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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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言语幽默概论

言语幽默概论（ＧＴＶＨ）是对语义脚本理论的

修正。［７］２２其核心内容为幽默生成的六个参数和幽

默相似度测量系统。六个参数又被称作知识资源（

ＫＲｓ），包括语言、叙述策略、对象、语境、逻辑机制

和脚本对立。语言（ＬＡ）包含文本各个层面的语言

成分；叙述策略（ＮＳ）指幽默所体现出来的叙述结

构；对象 （ＴＡ）也就是取笑的对象，即笑柄；语境

（ＳＩ）是笑话的道具，可以是对象、参与者、工具或活

动；逻辑机制（ＬＭ）包括言语逻辑机制和非言语逻

辑机制。六个参数中 ＴＡ和 ＬＭ为可选参数，其他

四个为必要参数。［７］２７

这六个参数呈现出层级排列，构成了幽默相似

度测量系统。它们在层级中的排列如图１所示：

ＳＯＬＭＳＩＴＡＮＳＬＡ
图１　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

在图１中越处于右边的参数越具体，幽默生成

的能力越弱；反之，在层级中越处于左边的参数，幽

默生成能力越强。测量系统有助于评价原文与译

文的差异，对幽默文本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有

意义。［８］

　　二　夸张的表现形式

通过观察数据库中的语料，笔者发现本数据库

中的夸张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通过极度加深词义

进行夸张，通过数词进行夸张和通过借助其他修辞

手段进行夸张。各种表现形式所占比例如图 ２

所示：

图２　夸张中各种表现形式所占比例

（一）极度加深词义

极度加深词义即通过将词语的语义推向极端

的一种夸张，也就是言过其实，通过上图可以看出

这类表现形式所占的比例最大，高达６１％，由此可

见通过极度加深词义是夸张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

形式。此外，由于这种极度加深词义通常会超出我

们的期待，进而产生幽默效果。请看下面两个典型

例子。

（１）温都太太把“不”字说得特别有力，小鼻子

尖儿往上指着，好象要把棚顶上倒落着的那个苍蝇

哄跑似的———棚顶上恰巧有个苍蝇。［４］１６８

例（１）描述的是温都太太说话的神情。我们知

道事实上温都太太的鼻子再怎么往上翘也不可能

到达棚顶上，作者通过词义的极度加深，使画面变

得更加逼真，同时也增强了幽默效果。

（２）两条眉毛不但没有向上吊着，居然是往下

弯弯着，差不多要弯到眼睛下面来。［４］８２

例（２）说的是马威的眉毛很奇特，弯度比较大

以至于弯道眼睛下面，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

出现的一种情况，这显然是作者言过其实的说法。

（二）数词

数据库中通过数词来表现夸张的占２３％，因此

数词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夸张表现形式。通过数

字可以对事实进行扩大或缩小，达到突出事物特征

的效果，在特定语境中也能够触发幽默。比如：

（３）温都太太好象一点没把上帝搁在心上，脸

上挂着一千多个不耐烦的样子。［４］３０

不耐烦显然是数不清的，例（３）句中“一千多

个不耐烦的样子”很明显是夸张修辞，通过具体而

夸大的数字来达到突出说明温都太太特别不耐烦

的目的，同时对温都太太的态度进行嘲讽。

（４）玛力把眼睛睁得连眼毛全一根一根的立起

来了。［４］１６８

例（４）中“一根”这个数量词实现了上例中的

夸张。正常情况下，人的眼毛是不会一根根全部立

起来，老舍的描述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达到了幽默

的目的。

（三）其他修辞手段

其他修辞手段指夸张的形成是通过其他修辞

手段来实现。通过观察数据，笔者发现本数据库中

夸张所借助的其他修辞手段只有比喻和拟人。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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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与其他修辞手段的结合吸收了多种修辞手段的

优势，使语句生动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加深幽

默的效果。

（５）他们的腰板儿挺得比图画板还平还直，裤

子的中缝象里面撑着一条铁棍儿似的那么直溜溜

的立着。［４］６

例（５）中禁卫军笔直的站立姿势，把腰板比作

画板，从而说明腰板的笔直而平整状态，而在现实

生活中腰板再怎么直也达不到画板那样，因此本例

中的夸张是通过明喻来实现。读者可以通过这一

明喻想到图画板这一典型事物的特征，进而想到腰

板的直挺的状态，最终感受到语句的幽默生动。

（６）说话的时候露出嘴里只有一个牙，因为没

有什么陪衬，这一个牙看着又长又宽，颇有独霸一

方的劲儿。［４］１１６

例（６）通过拟人把牙齿这一事物当做人来写，

突出显示老太太牙齿的巨大，生动而形象，同时也

使语句幽默风趣。

　　三　言语幽默中汉语夸张的翻译方法

汉语修辞夸张与英语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ｅ完全相同，［８］

或者可以说夸张是英汉共同享有的一种修辞手段。

通过对本数据库的语料进行分析，笔者发现译者在

翻译含夸张的幽默语段时所采用的翻译方法有四

种———直译、意译、换译和省略。四种翻译方法所

占比例如图３所示。（ＳＴ＝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ｘｔ；ＴＴ＝Ｔａｒｇｅｔ

Ｔｅｘｔ；Ｈ＝Ｈｕｍｏｒｏｕｓ；ＮＨ＝Ｎｏｎ－ｈｕｍｏｒｏｕｓ）

图３　幽默夸张中各种翻译方法所占比例

（一）直译

直译就是将汉语源语直接转换成英语的语言

形式。通过上图可以看出直译是夸张最主要的翻

译方法。请看下面的例子。

（７）ＳＴ两个人回到铺子，好在没有照顾主儿，

李子荣的嘴象开了闸一样，长江大河的说

下去。［４］１５０

Ｈ｛ＳＯ＜真实的 ＶＳ．非真实的（话多 ＶＳ．开了

闸）＞ＬＭ＜夸大 ＞ＳＩ＜上下文 ＞ＴＡ＜具体的对象

（李子荣）＞ＮＳ＜陈述（夸张）＞ＬＡ＜比喻词（象

……一样）＞｝

ＴＴＴｈｅｙ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ｈｏｐ．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ｎ’ｔａｎｙ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ＬｉＺｉｒｏ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ｅｄｔｏｏｐｅｎ

ｔｈｅｆｌｏｏｄｇ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ｄｓｃａｍｅｓｕｒｇ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ｌｉｋｅ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Ｈ｛ＳＯ＜ａｃｔｕａｌＶＳ．ｎｏｎ－ａｃｔｕａｌ（ＬｉＺｉｒｏｎｇ’ｓ

ｗｏｒｄｓＶＳ．ｆｌｏｏｄｇａｔｅｓ）＞ＬＭ＜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ｏｎ

ｔｅｘｔ＞ＴＡ＜ｓｔｈ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ＬｉＺｉｒｏｎｇ）＞Ｎ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ｅ）＞ＬＡ＜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ｄ（ｌｉｋｅ）＞｝

例（７）中原文的夸张是通过明喻来实现，把李

子荣的嘴比作闸门。嘴巴和闸门是这个幽默语段

的两个相对立的脚本，通过夸张这一修辞手段，更

可以显示出李子荣的话是怎样的在一瞬间倾泻而

出。译文的夸张也结合了明喻，“象”一词直译成了

“ｌｉｋｅ”，使得原文和译文的幽默表现形式一致。在

脚本对立方面，译者直接把“闸”译成“ｆｌｏｏｄｇａｔｅ”，

保留了原句中对立的脚本，此外还保留了原文的叙

述策略、语言等其他五个参数，因此原文的幽默在

译文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通过分析发现本

数据库中共使用直译３５次且所有含夸张的幽默语

段通过直译都使译语保留了幽默。

（二）意译

意译指翻译出源语的象征意义而非其字面意

译。在数据库中这一翻译方法的使用也比较广泛。

例（８）通过意译，保留了原句中的脚本对立，也就使

原文的幽默传递到译文。

（８）ＳＴ她们走到这条街上，无论有什么急事，

是不会在一分钟里往前挪两步的。［４］２０

Ｈ｛ＳＯ＜真实的 ＶＳ．非真实的（走得慢 ＶＳ．一

分钟里往前挪两步＞ＬＭ＜夸大 ＞ＳＩ＜上下文 ＞ＴＡ

＜具体的对象（英国妇人）＞ＮＳ＜陈述（夸张）＞

ＬＡ＜一分钟／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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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Ｔ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ｔｈｅｃａｓｅｔｈａｔｎｏ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ａｔｓｏｒｔｏｆｕｒｇｅｎ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ｏｍｅｎｍｉｇｈｔｈａｖｅ，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ａｌｗａｙｓｓｌａｃｋｅｎｔｈｅｉｒｐａｃｅｔｏａｎｅａｒｈａｌｔａｓｓｏｏｎ

ａｓｔｈｅｙｇｏｔｔｏｔｈｅａｖｅｎｕｅ．

Ｈ｛ＳＯ＜ａｃｔｕａｌＶＳ．ｎｏｎ－ａｃｔｕａｌ（ｓｌｏｗｐａｃｅＶＳ．

ｓｌａｃｋｅｎｔｈｅｉｒｐａｃｅｔｏａｎｅａｒｈａｌｔ）＞ＬＭ＜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Ａ＜ｓｔｈ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ｏｍ

ｅｎ）＞Ｎ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ｅ）＞ＬＡ＜ｓｌａｃｋｅｎ

ｔｈｅｉｒｐａｃｅｔｏａｎｅａｒｈａｌｔ＞｝

例（８）中幽默语段夸张的表现形式是数字，目

的是为了突出说明英国夫人走路的姿态。译者采

用了意译的方法，把原文中“一分钟里往前挪两步”

意译成“ｗｏｕｌｄａｌｗａｙｓｓｌａｃｋｅｎｔｈｅｉｒｐａｃｅｔｏａｎｅａｒｈａｌｔ

”，我们发现译文保留了原文的语义意义而改变了

其字面意义，而且原文和译文在夸张的表现形式上

发生了转变。转变的原因是中英思维上存在一定

的差异，本译文较直译版本能够更好地被目标读者

接受。在幽默保留方面，由于语言处于幽默相似度

测量系统的最右边，其幽默的生成能力最低，因此

虽然例（８）中的语言参数发生了变化而保留其他参

数并未对幽默的传递形成阻碍。从本例我们还可

以看出，中英两种文化在数字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

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要注意这种文化

上的差异，使译文能够最大程度的传达原文的

意象。

然而，有时候译文虽然传递了源语的意义，但

是幽默却无法保留。例如：

（９）ＳＴ马威七手八脚的把箱子什么的搬

下去。［４］４８

Ｈ｛ＳＯ＜真实的 ＶＳ．非真实的（七手八脚 ＶＳ．

双手双脚）＞ＬＭ＜夸大 ＞ＳＩ＜上下文 ＞ＴＡ＜具体

的对象（马威）＞ＮＳ＜陈述（夸张）＞ＬＡ＜七手八

脚＞｝

ＴＴＭａＷｅｉｗａｓｃｌｕｍｓｉｌｙ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ｌｕｇｇａｇｅ

ｄｏｗｎ．

ＮＨ｛ＳＯ＜ｎａ＞ＬＭ＜ｎａ＞ＳＩ＜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Ａ＜ｓｔ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ＭａＷｅｉ）＞Ｎ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ｎａ）＞ＬＡ＜

ｃｌｕｍｓｉｌｙ＞｝

例（９）中原文的夸张通过数字实现，而在译文

中夸张消失。“七手八脚”是汉语成语，属于本源概

念，意思是人多手杂，动作纷乱，多含贬义。此处用

来描述马威的做事方式，源语中两个脚本是“七手

八脚”和“双手双脚”，在译文中原文的意义保留下

来，但其字面意义消失，两个对立脚本的联系夸张

的消失导致对立的脚本的消失，最终译文的幽默也

消失。

（三）换译

换译即用译语文化中的概念来替换源语文化

中的概念。汉语中有些表达方式可能在英语中找

得到对等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通常采用换

译的翻译方法，使目标读者能够获得相同的感受。

比如：

（１０）ＳＴ他心里平安多了，李子荣纹丝不动的

在那里坐着，好象老和尚参禅那么稳当；［４］５７０

Ｈ｛ＳＯ＜真实的 ＶＳ．非真实的（李子荣 ＶＳ．老

和尚）＞ＬＭ＜夸大 ＞ＳＩ＜上下文 ＞ＴＡ＜具体的对

象（李子荣）＞ＮＳ＜陈述（夸张）＞ＬＡ＜比喻词（好

象）＞｝

ＴＴＨｅｓｔｅａｌｔｈｉｌｙｇｏｔｕｐｔｏｓｔｅａｌａｇｌａｎｃｅａｔＬｉ，

ａｎｄｆｅｌｔｃａｌｍｅｒｊｕｓｔｌｏｏｋｉｎｇｌｉｋｅｐａｙｉｎｇｈｏｍａｇｅｔｈｅ

ｇｏｄｓ．

Ｈ｛ＳＯ＜ａｃｔｕａｌＶＳ．ｎｏｎ－ａｃｔｕａｌ（ａｃｔｕａｌＶＳ．

ｎｏｎ－ａｃｔｕａｌ（ＬｉＺｉｒｏｎｇＶＳ．ｐａｙｉｎｇｈｏｍａｇｅｔｈｅｇｏｄｓ）

＞ＬＭ＜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Ａ＜ｓｔｈｃｏｎ

ｃｒｅｔｅ（ＬｉＺｉｒｏｎｇ）＞Ｎ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ｉｌｅ）＞ＬＡ＜

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ｄ（ｌｏｏｋｌｉｋｅ）＞｝

例（１０）译文是借助明喻达到夸张的目的。由

于宗教信仰的差异，若是直译“老和尚”可能会对不

了解佛教这一宗教的读者造成理解方面的困难，他

们无法想象和尚打禅时的那种虔诚和淡定，译者通

过换译的翻译方法，把其换译成“ｐａｙｉｎｇｈｏｍａｇｅｔｈｅ

ｇｏｄｓ”这一西方很常见的仪式，这样就不会对目标

读者领会作者的意图造成任何影响，因此原文的幽

默也流畅地传递到了译文。通过分析发现本数据

库中共使用换译３次且这三条含夸张的幽默语段

通过换译的翻译方法均保留了原文的幽默。

（四）省略

省略即原文中的内容在译文中不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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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例（１１）。

（１１）ＳＴ温都太太好象一点没把上帝搁在心

上，脸上挂着一千多个不耐烦的样子。［４］３０

Ｈ｛ＳＯ＜真实的 ＶＳ．非真实的（不耐烦 ＶＳ．一

千多个不耐烦）＞ＬＭ＜夸大 ＞ＳＩ＜上下文 ＞ＴＡ＜

具体的对象（温都太太）＞ＮＳ＜评论（夸张）＞ＬＡ

＜一千多个＞｝

ＴＴＭｒｓ．Ｗｅｎｄｅｌｌｓｅｅｍｅｄａ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ｏｒｄ

ｗｅｒｅｆａｒｔｈｅｓｔｔｈｉｎｇｆｒｏｍｈｅｒｍｉｎｄ；ａｌｏｏｋｏｆｉｒｒ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ｙｅｄｏｎｈｅｒｆａｃｅ．

Ｈ｛ＳＯ＜ｎａ＞ＬＭ＜ｎａ＞ＳＩ＜ｎａ＞ＴＡ＜ｎａ＞Ｎ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ｎａ）＞ＬＡ＜ｎａ＞｝

原文中幽默的表现形式是数字，而我们从例

（１１）译文中可以发现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了

省略的翻译方法，“一千多个”这一夸张表现形式在

译文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译文和原文在参数上也

存在很大的差异，译文中夸张这一叙事策略不在存

在，ＳＯ也随之消失，译文不再保留原文的幽默特

色，由此可见原文的幽默在译文中完全消失。本数

据库中用省略来翻译夸张的共两处，且这两处的幽

默在译文中均消失，原因是脚本对立在译文中的

消失。

研究结果显示，本数据库中翻译含夸张的汉语

幽默语段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以直译最多，占５３％；

意译次之，占３９％；换译占５％；省略占３％。其中

译文幽默保留的比例依次排列为直译／换译、意译、

省略。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虽然幽默保留比例与

翻译方法所使用的次数无关，但是上面的统计结果

还是能够显示翻译方法的使用频率基本与幽默的

保留程度成正比，只是意译的位置有所调整。此外

根据ＧＴＶＨ的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ＳＯ位于最高

层级，其幽默生成能力最强，同时还对其他参数起

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建议在翻译含有夸张的

言语幽默语段时，首先考虑的翻译方法是直译，只

要直译能够使ＳＯ在译文得以保留则直译是最佳翻

译方法；其次是换译，换译一般用于源语概念不存

在于译语中，但是可以找到能够替换的概念；再次

是意译，意译可以传递源语的意义，但是可能造成

ＳＯ的消失，最终导致译文幽默的消失；最后考虑的

是省略，从统计数据来看，省略最可能造成译文 ＳＯ

的消失，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充分考虑译文

中的ＳＯ，只有保留了ＳＯ的翻译才可能使译文保留

源语的幽默，使目的读者与源语读者获得相似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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