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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视角探析电视剧《纸牌屋》中禁忌语的语

言生态 
雷芹 

（衢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浙江  衢州   324000） 

摘要：利用大数据创作的《纸牌屋》全面地反映了美国的语言生态，从言语行为理论的四个维度研究《纸牌屋》中禁忌语的使

用，可以揭示禁忌语的语言生态。《纸牌屋》中禁忌语重要语言生态之一就是赞美功能。对于朋友，对于亲人，爱之极，只能用禁

忌语来表达。不了解这一点，语言习得的结果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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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禁忌语的语言生态是指禁忌语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状况或禁

忌语在特定的话语语境中如何使用。语言生态学影响较大的著作应

属菲尔和米尔豪斯勒的《生态语言学读者：语言、生态学和环境》

[1]。这本书中第五部分如何通过话语语境正确理解口语是最重要的

内容之一。研究禁忌语的语言生态，必须选用具有典型性的语言材

料。《纸牌屋》是历史上第一次用大数据的方法创作的电视剧。主

创人员根据网上点击量最高的热词和聊天室聊到最多的电视剧和

电影内容进行创作，使得《纸牌屋》2013 年在美国赢得最高收视率。

收视率说明了美国公众对电视剧中表现的语言生态的认可。研究该

电视剧中禁忌语的使用，才能对禁忌语的语言生态做深入地了解。 

一、《纸牌屋》中禁忌语的三种言语行为和适配条件 

言语行为理论是本语言生态研究的工具。1962 年奥斯汀创立了

言语行为理论，后经赛尔发展。“言语行为理论是第一个完整的重

要语用学理论。奥斯汀认为：实施一个说话行为，一般也是，而且

本身就是实施一个(我所谓的)行事行为!”[2]98-99“奥斯汀认为‘大多

数情况下，一个人在说话时同时实施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

为和言后行为。’”[3]51 言内行为是用主观世界的语言来表现、描述一

个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或客观存在，对外部事物的人说明某种意

义。言外行为是语言所包含的通知、命令、警告、行动等意义。言

后行为是语言带来的客观效果。奥斯汀在进行言语行为研究中，考

虑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适配条件”。在下文中，笔者将从言

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和适配条件四个维度着手来研究《纸

牌屋》中禁忌语使用的语言生态。  

（一）禁忌语使用的言内行为 

奥斯汀认为“言内行为粗略相当于说出具有某种意义或进行某

种推论的句子，也就是粗略相当于传统上的‘意义’”[2]109。《纸牌屋》

第 8 集：桑蒂诺军事学院准备用民主党众议院非常有影响力的议员

弗兰克来重新命名该校的图书馆。在正式命名会议前一天的校友会

上，军事学院的希金斯校长是这样赞誉这位参议员的: “Tonight we’

re going to turn it over to a man who needs no introduction because we all 

know what a son of bitch he is.”（今晚我们要把时间留给一人，这个人

不用介绍，这是因为我们都清楚他是怎样一个狗娘养的。）该句话

句子的意思是基于这样的推理：外部世界有这样一个人不用介绍，

我们只能用 “what a son of bitch” (他是怎样一个狗娘养的)来形容

他。这样这个说话人就产生了一个“言内行为”。  

（二）禁忌语使用的言外行为 

与此同时，校长还实施了一个言外行为—赞美，也就是所说的

话具有一定（传统的）分量” [2]109 对奥斯汀来说，说话人的目的不

仅仅是制造具有某种意义和推理功能的句子，他说话的目的是一种

独有的互动以进行沟通。这里说 “what a son of bitch” 意在赞美弗

兰克这位非常成功的政治，这个案例的赞美是话语份量的一部分。 

（三）禁忌语使用的言后行为 

“我们还做了‘言后行为’：通过说某些话而带来或者获得某

种结果，如使相信、劝告和阻止。”[2]109 听到 “what a son of bitch” 这

句话，大厅里的众校友欢声雷动，弗兰克面带微笑，信心满满地，

显然命名大会的主角和场内众校友心领神会。 

（四）禁忌语使用的适配条件 

赛尔就适配条件提出了如下观点： 

“结婚行为的适配条件包括史密斯先生和琼斯小姐结婚，某个

棒球比赛的适配条件包括：在第十一局，道奇队以 3 比 2 打败巨人

队。更简单的，我手中有张 5 美元的钞票，去除适配条件，它只是

一张纸，纸上有多个灰色或绿色的标记。这些适配条件都包含整体

的规则系统。每个适配的事实都依赖于一套规则，即‘形式 A 依靠

在语境 C 中的 Y’。我们的假说是说话也就是在进行某个言语行为，

这个言语行为根据某套规则进行”[3]51-52。所谓适配条件的关键在于

言语背后的“某套规则”。显然以上案例相联系的规则是：“爱之极

时用 ‘Son of Bitch’, 这些禁忌语才过瘾。 

二、《纸牌屋》中禁忌语的语言生态 

语用学的核心是语境。通过以上的有关言语行为研究，笔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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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出结论：《纸牌屋》中禁忌语用来赞美的语言生态环境或语境

体现在朋友之间的对话，即圈内人的对话。 

“许多语言中，都有法语中的 tu—vous (T/V)的区别，从语法上

讲 tu 是单数，表示你，vous 是复数表示你们。但某些情况下，单数

也要求使用 vous，熟人用“T”的形式，“V”用于客气的形式。英

语本身曾经有这样的区别—thou/you.”[4] 对生人客气，对熟人随便，

直至使用禁忌语来赞美。墨雷在他的研究报告中记录了一个回答者

的看法：“在 80 年代，想要别人理解你，就不能不说脏话”[5]。“人

们之所以这么多、这么随便地说脏话, 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因为

禁忌语的使用能够把一个团体的人团结起来”[6-7] ,“海伊的研究详细

调查了新西兰混合性别组在交谈中诙谐地使用禁忌语的情况，她组

织一组三女四男年龄在 20 岁至 26 岁之间、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进

行角色扮演，通过录音搜集数据，得出结论：禁忌语的诙谐使用提

供了一种表现团体成员团结的策略。她写到：‘无论什么性别，融

入团体最深的那些人也是使用禁忌语最频繁的人。’”[7]38 “赛尔诺所

做的研究显示男性使用脏话发出信号‘我们是一伙的’比女性频繁”

[8]。“凯珀研究了橄榄球更衣室中男球员之间打招呼用语，同样发现

他们用性侮辱来表现他们是这个集团的成员”[9]。 

三、结语 

《纸牌屋》中使用禁忌语来表达赞美是美国语言生态的组成部

分。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种语言使用的特殊语境—亲戚或朋友的圈子

内。如果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贸然用禁忌语去赞美某些人，肯

定会引起误解。原因很简单，我们不是他们的亲朋，不是他们的圈

内人。我国的英语教学和英语习得如果缺失了禁忌语语言生态研

究，语言习得的结果会变得不完整，因此有关禁忌语的赞美用法对

英语教学和英语习得的影响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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