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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脱口秀节目的发展看德国
如何对待%美国化&

!

吴友法
!

耿喃喃

摘
!

要!

!"

世纪
;"

年代源自美国的脱口秀节目传至德国"从此脱口秀在德国的土地上生

根发芽$遍地开花#德国的脱口秀节目初期只是简单模仿美国"到
<"

年代开始增加节目

类型以及电台数目等"寻求本土化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

7"

年代后"脱口秀迎来了第

二春"在节目设置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德国的脱口秀是伴随%美国化&而

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一直受%美国化&的影响"德国的政界精英和有识之士对此愈加不

满"因此德国的反美主义也随之而兴#德国的脱口秀在%美国化&和反美主义的斗争中发

展成为既有美国文化因素又有本土特性的节目类型"杜绝了完全的%美国化&#

关键词!德国'脱口秀'美国化'反美主义

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战后德国经济萧条$社会生活破坏殆尽"国际社会又迅速形成美

苏争霸的冷战形势"这对于地理位置处于美苏之间的德国更是雪上加霜#德国是个有着

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国家"自然不想受美苏掣肘"但是作为战败国"她只能无可奈何$不情

愿地投靠了美国#联邦德国的决策层做出这样的选择就决定了德国势必会把美国当作重

建所仰仗的主要国家和效仿的%榜样&

!

#战后美国大力扶植德国"恢复和发展德国经济"

使德国在欧洲迅速崛起"成为与苏联对抗的前沿阵地#不仅如此"美国还意识到了文化传

播的重要性"大力推行文化外交#受到影响的欧洲国家"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国#

德国是欧洲大陆与美国打交道最多的国家之一#进入
!"

世纪以来"美国对德国的发

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魏玛文化对外来文化表现出更大的包容

性"德国的大众文化和工业领域呈现一定的%美国化&"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

%美国化&的第一次高潮'此后"希特勒上台"第三帝国的独裁统治中断了%美国化&的进程'

二战以后"美国大众文化在联邦德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冷战期间德国的%美国化&比以

往更甚"甚至主动接受美国的发展模式"

#

纳粹的统治和二战的阴影使得德国人的文化生活几乎成了不毛之地#当时"包括学

校$教堂$博物馆$剧院和电台等在内的各种设施都遭到了破坏"与此相关的管理机构也遭

到了解散或禁止#联邦德国在战后为了恢复正常的文化艺术生活"经历了一段长期的重

建过程#

#联邦德国既已投靠美国"就不可避免地效仿美国#美国的经济扶持使得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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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得以迅猛发展"此时期带有现代文化品位的电视传媒发展尤为迅速"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德

国的脱口秀节目#

一$德国脱口秀的缘起!仿效美国

脱口秀(

@-FZBD31

)于
!"

世纪
8"

年代在美国兴起"这类节目通常不事先备稿"讲究临场脱口而出"

所以也被说成是张口就来的随便聊聊!

#德国人直接沿用了美国脱口秀的本名"称为
X-FZ2D31

#初

期的德国脱口秀节目基本上复制美国模式"带有强烈的美国痕迹#德国的脱口秀始起为
67;9

年
9

月的

夜话节目(

S$B

K

p@$&.$&V*$%.

)"主持人为狄特马*顺海(

,'$@>-&2IDo%D$&&

)#狄特马*顺海与知名

人士谈话"讨论私人问题"开始时被广大观众和评论家接受"但一段时间后"人们批评节目和主持人无

聊#虽然这个节目一直持续下来了"但后期观众的兴趣减弱了"直到
67;<

年才对此做了相应调整#受

美国脱口秀节目理念的影响"

67;:

年不来梅广播电台播出了新节目%从三到九&(

0

%-IDE$J%

)#三位

主持人在节目中自发的讲笑话"同时也让观众参与进来#故意使场面很混乱"当时被称为%混乱的烟

花&

"

#自从
67;5

年德国西部广播电台播出脱口秀节目后"科隆的一个电台也播出系列的节目#阿弗

雷德* 彪雷克(

VF)&$.]'3F$Z

)和迪特*托马(

,'$@$&XD3>-

)主持的节目中首次在舞台上放入沙发"跟

观众轻松地聊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谈话的主题从政治转向人物#

#

这一时期的德国脱口秀节目很明显地受美国电视节目理念的影响"甚至是套用一个模式"是有深刻

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冷战的爆发使美国意识到只靠战争这一种手段不能实现美国外交所制定的目标"

取得冷战胜利的关键在于文化传播和人心的向背#因此"美国实现其外交手段的另一途径就是对外宣

传等大众传媒的传播#因此"对外宣传等通过大众媒介传播信息成为美国政府实现其外交手段的有效

途径$

"文化外交在政府的全球战略中崭露头角#美国通过文化外交这一途径向联邦德国传播美式的

价值观和消费观等"德国民众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并深受其影响"进一步加深%美国

化&进程#正如
67;5

年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承认的那样"%我们都已经变成了美国人&

%

#施

密特的话既反映了当时联邦德国受美国文化影响程度之深"又把持反美主义意见的自己对此现象的担

忧形象地表达出来#

由于脱口秀节目发展初期"德国受美国的影响很深刻"所以节目呈现出很强的%美国化&"引起德国

各界人士的广泛争论#一些学者把战后的德美关系定性为霸权国家发起的美国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在

这个过程中"%美国把大众消费社会的文化模式和行为方式准则出口到了欧洲&

(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

持不同意见"如德国蒂宾根大学教授安塞尔姆*多林
?

曼托伊费尔不赞成用%美国化&来研究战后美德关

系"他指出德国人对美国文化在观念上或形式上的接受并不是简单地复制这种文化"而是把当地的文化

传统与之结合起来+

#

二$德国脱口秀的黄金时代!本土化和非%美国化&

联邦德国的脱口秀节目发展到
<"

年代"逐渐开始走出美国脱口秀的阴影"寻求本土化的发展#具

体表现在成立了一些私人电视台"如
\X(

K

FJB

和
2VX6

卫星台"增加节目播出时间"普及节目受众"除

此之外在德国电视台还出现了新的节目类型#这些新增节目类型都是德国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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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友法 等!从德国脱口秀节目的发展看德国如何对待%美国化&

的话题"比起政治事件$精英人物是德国人更为关心的话题"比如%对抗性话题&(

I3%)&3%@-'%>$%@

)"有

67<7

年
\X(

电台节目!%爆炸性
?

热椅子&(

0O

K

F3B'+

?

,$&D$'q$2@JDF

)"坦白秀!

6779

年
2VX6

卫星台的

%我坦白&(

]$Z$%%@%'BBD31B

!%

HID*$Z$%%$

&)"和解脱口秀节目!

677!

年的%请原谅我&(

Y$&BoD%J%

=

BBD31B

!

%

Y$&L$'D>'&

&)"开玩笑脱口秀节目(

SJO

?

X-FZBD31B

)"深夜脱口秀节目!

677!

年
\X(

电台的%上帝爱开

玩笑&(

(-@$

?

E'

=

D@

?

2D31B

!%

W3@@BID-FZ

&)"这些节目受众广泛"针对人群包括青少年$文学爱好者$运动

爱好者$老人和妇女等!

#

随着美国霸权文化主义的入侵"德国这个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国家开始了反%美国化&倾向#

!"

世纪
<"

年代"联邦德国历史学家彼得*本德在-意识形态时代终结.一书中"呼吁包括德国人在内的

欧洲人要抵制美国的文化"维护欧洲的文化传统"他把美国文化的威胁称为%文明化的蛊惑人心&

"

#无

独有偶"德国左翼民族主义政治学家库特*图蒂卡在
<"

年代中期也提出"德国人民如果想要保住自身

文化的主观性"务必要实现%非美国化&"务必抵制包括美国文化在内的一切行为#对于德国的政界首脑

和精英人士来说"尽管德国的%美国化&进程势如破竹"但也要采取尽可能的措施"千方百计来延缓这个

进程#

#

受德国国内反美主义的影响"脱口秀节目在形式上脱离了美国模式"杂糅德国本土电视台的特征"

面向德国民众最关注的问题展开调查"搜集新的谈话题目和易于观众接受的谈话形式#因此"这一时期

德国脱口秀节目中有关生活中的情感问题$邻里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话题拔得头筹#与此同时"

反映德国式幽默的节目也应运而生"且受到德国民众的普遍欢迎#

三$德国脱口秀的第二春!规范化和反%美国化&

进入
7"

年代"德国脱口秀节目迎来第二春"不论是节目数量还是节目形式都有长足的进步#

677!

年德国大约有
9"

种不同的脱口秀节目"到
6775

年约有超过
5"

种不同的脱口秀系列节目"且这种趋势

一直在提高#各种节目展开激烈的竞争"这时期的脱口秀多以主持人的姓名命名"如伊洛娜*克瑞斯特

(

HFF3%-CD&'B@$%

)$福里格(

PF'$

=

$

)和拜伯*晒佛(

]p&*$F2IDp)$&

)与汉斯*麦瑟(

#-%BT$'B$&

)和阿拉

贝拉*克斯保尔(

V&-*$FF- '̀$B*-J$&

)#这种脱口秀节目打破了传统的脱口秀文化"主题不是来自时事

评论"主角既不是名流也不是商人"而是普通的德国民众"体现了当时的德国民众把注意力集中到日常

生活中来"对于政治的关注度不再那么热切#但是"也有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问题#比如"

6775

年的一期节目%性"游戏无国界&(

2$O

"

.-B2

K

'$F3D%$W&$%L$%

)被处罚金
!"

万马

克'

677;

年
:

月
!8

日一期名为%救命"我的孩子打我&(

#'F)$

"

>$'% '̀%.BIDFp

=

@>'ID

)的节目被处
6"

万马克罚金#之后"德国的脱口秀节目逐渐规范化$

#

吴度*米克尔*克吕格尔(

G.3T'ID-$F &̀n

=

$&

)对
6776U677<

年所有德国脱口秀节目的内容做

了
68

个分类#其中"对于明星的关注最高"占
67M;r

'其次是日常生活和社会健康"约各占
68r

'然后

是爱情$婚姻和家庭"合起来约占
!5r

'除此之外"还包括政治$司法$文化$宗教和环境等#(见附图
6

)

受美国消费文化的影响"娱乐业迅猛发展"德国民众更多地开始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民众对婚姻和家

庭有了新的看法"导致晚婚和出生率的下降"更多的关心身体健康和个人的喜好#从这个分类中"可以

清晰地看到德国民众受美国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影响之深#

冷战的结束使得德美关系发生了变化"昔日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小伙伴对美国的指手画脚越来越不

满"反美主义情绪不断酝酿升级#如德国安全事务专家阿尔弗雷德*梅希特谢默尔在
6776

年撰写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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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节目中不同主题的百分比!

篇文章中尖锐地指出美国化的危害性#之后他又在-和平缔造者德国!新爱国主义的恳求.一书中提出

全球的%非美国化&是德国承担的一种世界性使命"也是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良药妙方&

"

#梅

希特谢默尔夸张地把反美主义提到了世界性的高度"虽然他的观点不会成为德国学界的主流"但也不乏

一些类似的观点"他们提倡发动一场%非美国化&运动"以保护德国的民族文化#

事实上"冷战之后德国对美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5;r

的德国人认

为美国文化对德国会产生恶劣影响"在欧洲国家中这一比例仅次于法国#

#这种政治上的不满"虽说是

由某些事件引起"但是可以从文化上找到其根源"这种不满情绪自然包括对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广泛

传播的怨言"是对美国霸权文化入侵的控诉#

四$德国与美国脱口秀比较!本土化与非完全美国化

德国的脱口秀由美国的脱口秀节目演变而来"打着深刻的美国烙印"例如在节目名称上沿用
X-FZ

2D31

'节目时长都约一个小时'节目类型分类大致相同#但是"脱口秀扎根德国
!"

余年也有其独特之

处#美国脱口秀的内容自由度很广"不管什么类型的内容都可以"满嘴黄段子"肆意调侃领导者'德国脱

口秀的内容偏严谨"讲究实事求是"尤其是近年来对政治的关注度要小于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度#美国脱

口秀节目的名称大都是用主持人的姓名直接来命名'但是"德国的脱口秀会根据节目内容来命名#美国

脱口秀的主持人基本上是单人主持'德国的脱口秀多为双人(男女)主持$

#另外"德国其他城市的电台

也开设了地方电台的脱口秀节目"更具有本土性$民族性和灵活性#德国的脱口秀虽源于美国但又有其

本土性"是由德国这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决定的#德意志是个民族文化传统非常强烈的国家"其他的外来

文化很难把本土文化排挤出去#正如德国学者亚历克斯*希尔德在对西德大众媒介早期发展进行考察

时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他认为德国的%美国化&进程总是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交织#尽管他承认美

国文化会成为联邦德国地区认同的障碍"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文化会破坏德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战后联

邦德国在文化上趋向%美国化&是德国人对美国文化成分的主动获得和适应"也就是说把来自外部的新

的文化成分融合进传统文化之中"他主张用%混合文化&来解释战后西德的文化发展%

#因而"德国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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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友法 等!从德国脱口秀节目的发展看德国如何对待%美国化&

口秀节目杂糅%美国化&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消费文化的影响"结合德国本土民族文化特色"发展出的

具有现代文化特征的电视节目#

德国的脱口秀节目随着%美国化&的进程而发展起来#在
;"

年代中后期"受美国脱口秀的影响"节

目中以政治辩论和分析政治人物为主"普通民众都可以参加讨论"发表对政治事件的态度!

#

<"

年代中

后期东$西德关系缓和后快速发展"美国大众文化和两德要求统一的民族文化相互交织在一起"脱口秀

节目呈现出多样化"

"有效地缓解了政治问题所带来的敏感度"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文化$教育$科技

等其他方面上来#冷战之后德国在政治上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越来越不满美国的霸权文化主义"反美国

主义也愈演愈烈"脱口秀节目不再拘泥于美国模式而是越来越倾向于与德国公众息息相关的日常生

活#

#在节目中给予公众正确的引导"解答生活中的情感问题"处理家庭纠纷等#

德国自
67;:

年大众传媒开始快速发展以来"脱口秀这种节目类型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反

映出不同时期德国民众的文化生活内涵的变化"是一种由单调走向多彩的变化过程#虽然在这个历程

中"时时处处都有美国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但同时也存

在着德国本土气息的文化发展"并且后者的比重愈来愈大"逐渐淡化美国文化因素的影响#同化美国文

化"使其内化为德国的本土文化"德国的文化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变得丰富多彩且鲜明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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