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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魏玛共和国时期 ,特别是相对稳定时期 ,美国大众文化迅速传遍德国 ,赢得了以

白领职员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 ,对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的忧虑和对德意

志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 ,出现了德国社会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质疑 、诘难 。美国大众文化的风行

加深了魏玛文化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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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魏玛共和国时期美国大众文化在德国的传播和反响 ,不仅对研究魏玛共和国史和德国近现代

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为我们如何应对外国强势文化的冲击提供了某些思考。

一

20世纪 20年代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物质丰裕为美国建立在消费 、娱乐基础上的大众文化的兴盛

创造了条件。美国大众文化对现代社会特有的吸引力 、商业性 、穿透力导致了美国大众文化风靡全球。

理查德·基塞指出:“至少从 19世纪末期以来 ,美国就一直出口某些产品 、技术 、时尚 、投资和艺术形式 ,

还出口人员 、制度和思想 ,凡此种种均被美国人和非美国人强烈地看作等同于美国 。在这些出口品中 ,

许多可被宽泛地归类为大众文化或消费社会的特征。不管是大众文化 ,还是消费文化 ,都被美国人在全

球规模上给予充分的发展或积极的转变 。” [ 1](第 511 页)一些专家 、学者甚至称 20年代为“世界美国文化

化” 、“美国化的时代”[ 2]
(第 104-106 页)。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洞开了德国文化交往的大门。魏玛文化对外来文化表现了更大的包容性 ,使其

带有更强的世界性特征。共和国文化人从世界文化中汲取养料 ,如布莱希特的戏剧受到中国京剧和奥

古斯都时代的讽刺文体的影响[ 3](第 7 页)。赫尔曼 ·黑塞号称“迷恋中国文化的文学家”[ 4](第 243 页)。

柏林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艺术家 ,德国娱乐性行业的许多天才人物都来自国外 。1925年 ,乔治 ·贝克在

给悉得尼 ·布鲁克斯所著的《美国和德国:1918—1925》一书的序言中强调指出:1918年后德国对美国

的怨恨已经消退 ,严肃的德国人开始向美国寻求友谊和帮助 、甚至庇护
[ 5]
(第 179 页)。

德国白领职员阶层发展和壮大 ,成为大众文化积极的追逐者 。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 ,德国“白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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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一直呈上升趋势 。据 1927 年人口统计 ,白领雇员(不包括公务员)占受雇人口的比例为 11 .2%,

1905-1925年 ,白领雇员(不包括公务员)人数增长了 2倍多
[ 6]
(第 187-188页)。白领雇员虽与产业无产者

同属于受雇者 ,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产业工人不及的优越性 ,在白领职员身上体现了强烈现代化进程

的痕迹。西格弗里德 ·克拉考尔这样评述白领职员:“他们的存在 ,无论在柏林 、还是在其他大城市 ,逐

渐地获得了统一的趋势。共同的职业和集体合同决定了其生存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同质的 、大

都市的公共群体” [ 7](第 327 页)。克拉考尔将柏林看作是:“纯粹职员的文化 ,即由职员创造 、为职员创

造 、被大多数职员所接受的一种文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战后美国对德国的影响 ,远远不仅限于美国的大众文化。德国文化批评家甚

至提出了“美国主义”(Amerikanismu)专有名词 。在鲁道夫 ·凯泽尔看来:“美国主义是一种新的欧洲

方式……是一种具体的 、充满活力的方式 ,它是完全建立在精神和物质的现实性基础上的 。” [ 6](第 395

页)“美国主义”与美国关系如何 ,洛兰认为:“美国主义”最有用地被理解为将美国想象或构建为可以作

为经济 、社会 、文化发展模式的印象和话语
[ 8]
(第 6 页)。不惟如此 , “美国主义”实际上与“美国化” 、现代

性等也密切相联 ,波伊克尔特将 20年代的“美国主义”视为不受限制的现代性的流行语 ,德国大众对“美

国”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德国自身社会及现代性对其挑战的争论[ 9]
(第 178 页)。

在 20年代中期 ,柏林先锋派艺术家将美国大众文化视为实现德国文化 、生活快速现代化 、民主化的

工具 。德国先锋派希望德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快速现代化能够提供转变德国社会的能量和活力 ,从而

提供一场替代政治革命的革命 。德国许多知识分子热情拥抱美国大众文化和现代性 ,把美国文化视为

民主与平等。20 年代初期 ,在布莱希特和其他许多先锋派作家眼中 ,相对于半封建生活方式的德国而

言 ,美国是惟一现代进步的替代物 。1930年 ,一个德国知识分子回忆道:“美国是一个好概念 。美国是

未来之域 ,美国是世纪家园。我们太年轻还不太了解它 ,但无论如何我们喜欢它 。”[ 7](第 323 页)。

美国的音乐 、舞蹈 、电影 、大众体育等消费和娱乐文化在德国广受欢迎。各种舞姿竞相媲美:美舞

(裸体舞)、查尔斯顿舞 、狐步舞 、探戈舞等风靡一时 。1926年查尔斯顿舞成为德国最流行的舞蹈 。甚至

连美国歌舞女郎(Tiller Girls)动作齐整 、机械精确的大腿舞也被视为美国式现代化生活享受和精神气

质的表述 。克拉考尔认为:“这些女孩是在美国人为制造出来 ,出口到欧洲…她们展示了美国制造的伟

大…当她们呈现出一条波浪起伏的蛇形时 ,她们容光焕发地展示了传送带的品格;当她们以飞快的节奏

敲击脚步时 ,听起来就像是做生意 、做生意(的声音);当她们以数学般的精确高高地踢起她们的双腿时 ,

她们在愉悦地肯定合理化的进步性 。”
[ 10]

(第 179 页)。德国人艾里克 ·卡勒尔 、赫尔曼·哈勒 、詹姆斯 ·

克莱因等也发展起自己的时事讽刺剧(Revues)歌舞团 ,20年代中期 ,时事讽刺剧成为柏林最流行的现

场娱乐形式 ,1926-1927年间 ,柏林提供了不下 9场时事讽刺剧 ,观众达 11 000人[ 6](第 552 页)。

20年代被称为美国爵士乐的黄金时代。《道威斯计划》实施后 ,德国与爵士乐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

1925—1926年美国爵士管弦乐队山姆·伍定和保尔·怀特曼在德国巡回表演 ,美国爵士乐迅速传遍德国。

黑人女歌星 、舞蹈家贝克尔迅速征服柏林夜生活 ,成为爵士 、查尔斯顿 、无穷性感和新的充满活力的偶像。

鲍豪斯艺术家甚至试图在爵士和高雅的现代性之间建立联结。1927年德国人创立的“和声喜剧演员”

(Comedian Harmonists)爵士乐队深受美国爵士乐队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是美国的翻版 。

自 1924年开始 ,美国电影在德国市场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1922年德国电影公司曾达 360家 ,在

美国电影强大竞争下 ,德国独立电影厂纷纷倒闭 , 1925年甚至连德国最大的电影公司乌发(UFA)(宇宙

电影股份公司)也不得不引进美国资本 ,与美国电影公司合作。与此同时 ,德国电影院迅速增加 ,战前为

2 000家 ,1920年为 3 700家 ,到 1929年更达 5 000多家。通货膨胀爆发后 ,美国的喜剧片 、动作片也不

断引入德国 ,查理·卓别林 、哈罗德 ·劳埃德 、布斯特·基顿的喜剧片纷纷出现在德国市场上 ,受到德国

大众的普遍喜爱 。看电影成为德国人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阿道夫·贝奈承认:“(美国)电影是…民

主的…这已经被德国观众所承认 ,他们蜂拥着去看查理 ·卓别林的影片。”
[ 10]

(第 178 页)汉斯·西蒙森特

别熟悉卓别林的作品 ,1922年他在《世界舞台》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称赞卓别林是电影院里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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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将其视为德国电影制片人的楷模
[ 11]

(第 178 页)。1921年 、1931年卓别林两度访问柏

林 ,后一次甚至得到了皇室般的礼遇。随着《淘金记》的放映 ,德国掀起了一股《淘金记》热 。

1921———1929 年德国和美国在德国电影市场的份额[ 12](第 54 页)

故事片 短片 总计

德国 美国 德国 美国 德国 美国

1921 ——— ——— ——— ——— 646 136

1922 ——— ——— ——— ——— 474 202

1923 253 102 94 149 347 251

1924 220 186 51 155 271 341

1925 212 216 16 391 228 607

1926 185 216 4 337 189 553

1927 243 190 3 394 246 584

1928 224 199 8 422 232 621

1929 183 142 5 316 188 458

　　20年代是美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的时期 ,网球 、拳击 、橄榄球等风行一时 。在德国 ,20年代

是一个崇拜体育明星的时代。德国人喜爱体操 、足球 、网球等体育活动 ,星期天有上百万人涌往足球场 ,

在大城市还进行汽车比赛和自行车赛等 。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喜欢美国的拳击运动 ,画家兼雕刻家格罗

斯茨 、布莱希特及其朋友们都被美国拳击家们 ———从鲍博 ·菲茨西蒙斯到杰克 ·登普西 ———的英雄事

迹迷住了 。鲍尔 ·萨姆索-克尔钠是著名拳击家 ,布莱希特曾想写他的剧本 ,1930年马克斯 ·施梅林在

纽约成为第一个获得拳击重量级世界冠军的德国人[ 12]
(第 33-34 页)。

美国现代生活方式还影响到德国人的时尚 、风俗习惯 、审美 、品位 、性行为 、闲暇和娱乐等。举例来

说:如当时的妇女时兴着短下摆的衣服 、女子梳带流苏刘海的发型。20年代时髦女子(Flapper S ty le)的

形象颇为流行。爵士 、买弄风骚 、性吸引等出现在德语词汇 ,嚼口香糖成为“使自己美国化最廉价的方

式” [ 6](第 656页)。听收音机 、看电影等成为德国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 。1924年收音机的用户为 10万 ,

1926年达到 100万 ,1928年为 200万 , 1932年超过 400万[ 6]
(第 594页)。每周 40小时工作制 、协议假期

等新的工作和休闲方式开始出现。德国传统的稳健 、内向的性格消失了 ,报纸的大标题“高速度”时有所

见。20年代是一个性急 、马不停蹄的时期 。

柏林是“美国化”的中心。大柏林人口 430 万(1930年代初),规模仅次于纽约和伦敦 ,是世界第三

大城市 ,号称“欧洲的娱乐城”。20年代柏林舞蹈风靡一时 ,最能代表柏林风格的是查尔斯顿的美国舞 ,

此外 ,还有来自美国的时事讽刺剧的轻歌剧。阳台 、阶梯大歌剧院歌舞升平。产生于帝国时期的“卡巴

莱”的讽刺短剧颇为红火 ,先锋派和群众性文化的重要人物咸集于咖啡馆(如罗马咖啡馆 、燕尼克咖啡馆

等),“咖啡馆文化”独具特色。柏林一年一度的自行车 6日赛车活动吸引了大量观众 。强身健体成为时

尚。柏林生机勃勃 ,成为机会的代名词 。格奥尔格 ·格罗斯茨在回忆录中将柏林比喻为沸腾的锅 。

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还渗透到文学 、艺术等许多方面 。共和国早期的表现主义和达达主义的文化

批判逐渐被取代 ,20年代中期新客观主义(新写实主义)成为潮流 ,描写都市生活的小说 、电影等不断增

加 , 《大都会》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等反映城市生活的电影产生了很大反响 。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不断涌

现。知名记者艾贡·埃尔文·基希在新闻报道的基础上 ,发展了报告文学的艺术形式。1928年至 1929

年基希曾秘密访问美国 ,并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天堂美国》[ 13]
(第 318-319 页)。追求突破“纯粹艺术”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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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艺术对立 、在建筑和设计领域内发展出新的“综合艺术”的鲍豪斯学派人才济济。

二

与德国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大众文化与技术 、合理化结合起来 ,导致了文

化产品的标准化 、集中化 、同一化 ,出现了艺术品位降低 、粗俗化 、庸俗化的倾向 。本雅明在《技术可复制

时代的艺术品》中指出:在机器再生产和复制的时代 ,原件正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意义 。文化的艺术质量

与其市场价值发生了冲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淫荡 、下流 、青年犯罪 、两性关系问题等成为工业城市群

众民主生活的严重问题。柏林在获得“欧洲最大的娱乐城市”的同时 ,也获得了“最腐败城市”的称号。

跳舞狂潮蔓延 、性道德滑落 、性关系松弛;裸体舞 、脱衣剧和淫书淫画 、格调低下的“性文学”泛滥充盈;电

影 、文学 、流行音乐热衷于风流韵事 、罗曼蒂克式的爱情 、婚姻关系的破裂和“试婚”;性浪潮此起彼伏 ,妓

女高居文学和电影的主角 。与此同时 ,性病泛滥成灾 、毒品生意兴隆 、青年犯罪大幅上升 ,整个社会浸透

着物质主义 、功利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气氛。

与战前强大 、“正派”而道德的威廉帝国相比 ,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对共和国道德的滑坡无不痛心疾

首 ,斯蒂芬 ·茨威格甚至认为柏林比苏托尼厄斯(公元 75—160年)时堕落的罗马有过之而无不及
[ 11]

(第

107 页)。1927年 ,因几个男女中学生群居嫉妒而导致两个学生自杀的克朗茨诉讼案更是闹得沸反盈天 ,

整个社会充满了对自由 、对共和国的责难 。1929年 ,知名的文化史家施泰因豪森发表《德国文化史》(第

三版)。在他的眼里 ,当时的文化发展是一片黑暗 。他认为 ,新的技术文明 、资本主义文明与唯物主义文

明导致了文化总没落;大众精神的新时代 ,为活跃而活跃的新时代 ,从根本上说 ,是反文化的 ,是要让人

们的心灵之花枯萎[ 12]
(第 36页)。1933年 3月 ,新闻记者弗里德里希 ·胡桑在《库尔菲尔斯滕达姆》一书

中仍然难平他对共和国领导人和魏玛文化的不满:“他们声称他们代表德国精神 、德国文化 、德国的现在

和将来……他们的商品得到推荐 ,不管它是乳酪还是相对论。是脂粉还是时代剧 ,是专利药品还是人

权 ,是民主还是布尔什维主义 、是流产宣传还是反对合法体制 ,是败坏的黑人音乐还是裸体舞。简而言

之 ,从来没有过一种专政比`民主精神性' 专政和文明文学家专政更无耻。”[ 12]
(第 80-81 页)

自 19世纪末以来 ,随着德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 ,传统与现代 、保守与进步一直冲突不断 ,

对现代性的批评 ,始终是德国思想发展中的基本潮流。魏玛共和国号称“现代性的摇篮” ,以德国的方式

展示了现代性的普遍危机 。技术的飞速进步 、合理化的普遍采用 、大众社会的降临 、大众消费和娱乐文

化等的兴盛 ,伴随着市民文化和传统学者精英文化阶级的衰落 ,这些都增加了老中间阶级对现代性的抵

御与对大众文化和人性的担心 。

1924年 ,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小说《魔山》中对合理化 、理性在危机时代是否有足够能力维持社

会的存在和发展表示怀疑 。曾经大力主张大众文化是大众民主和技术进步的逻辑延伸的西格弗里德·

克拉考尔 ,在 1929年批评道:文化上的美国主义是用娱乐分散“无家可归”的白领群众注意力的流行作

法 ,而不是去启发他们了解受剥削的地位 。20年代末期 ,大众文化作为社会控制强有力的手段的观点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 7]
((第 328-329 页)。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现代性 、大众文化下人性的压抑和自我的可能丧失 ,相当多的文化人陷入了迷

茫。在《荒原狼》主人公哈勒看来:现在整整一代人挤压在两个时代 、两种生活方式之间 ,人类没有能力

了解自身 ,没有标准 、没有安全 、没有简单的默许……。1931年 ,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斯在《作

为现时代的人》中写道:“毫无疑问 ,存在着广泛的信念 ,即人类的活动是徒劳的;任何事物都变得可疑;

人类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持续有效;存在仅仅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大漩涡 ,依靠思想意识去不断的相互欺

骗和自欺 。”
[ 14]

(第 86 页)1931年 ,左翼文学家埃里希 ·克斯特勒更表现出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我们正

在死亡 ,因为我们所有方面的精神已经停止了 。我们希望事物改变 ,但我们并不想改变我们自己……血

液已经被毒化……而我们满足于在地球表面每一个创口表面敷上一层药膏 ,你能用这种方法治疗被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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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的血液吗? 你不能。病人终有一天要崩溃 ,带着从头到脚的药膏。”
[ 15]

(第 484 页)在普遍的迷茫中 ,

弥散着一股无能为力和听天由命的情绪 。克劳斯 ·曼写道:“我们处在视任何事物为可能的特殊地位 ,

……下星期我们拥有一位君主和一位皇帝吗 ?我们对这一点也不感到震惊 。 ……我们为任何事物准备

着。”[ 15]
(第 477 页)这种躁动不安而又无力回天的心理状态 ,为像希特勒这样的蛊惑人心的政治投机家进

行欺骗宣传 ,虏获大批对现实不满的广大群众 、尤其是中产阶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三

在德国历史上 ,文化是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基础 ,在德国统一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第一次

世界大战德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 ,被视为“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战争的失败 ,德国政

治扩张主义受到扼制 ,德国民族自尊心遭受重创。面对共和国 、议会民主 ,德国许多人感到茫然 ,认为是

外国的舶来品 , “西方文明”与“德意志文化”格格不入。

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评不绝于耳。克拉考尔认为:美国歌舞女郎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所向往

的合理性在美学上的反映 ,是“大众装饰物”[ 6]
(第 404-407 页)。文化批评家阿尔弗雷德 ·波尔加则尖锐

指出:“这些舞女的表演和做作中 ,不仅有着一种色情的魅力 ,而且还有一种军国主义的魔力。”[ 9]
(第 180

页)在保守主义文化批评家看来 ,爵士乐太快 、太机械 、太原始 、太无文化 、没有灵魂 ,是“丛林音乐”。爵

士还与异域文化 、特别是色情 、道德堕落联系起来 。好莱坞的电影受到更多责难。1925年 ,乌发与美国

两家电影公司组成合资公司一事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合资公司象征的不是“洛迦诺”而是“凡尔赛” ,

是将一种电影文化价值观和方法强加给另一方[ 11](第 80 页)。文化保守主义者阿道夫 ·哈菲尔德将德

国美国化主要归因于好莱坞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和向德国进行的文化入侵 ,而不是美国直接的政治 、经

济影响 。德国观众对美国电影传播的美国伦理 、道德观也很反感 。1926年《贪婪》电影首映式在德国甚

至引起骚动 ,结果该片未能公演。对美国文化的普遍恐慌感不仅存在于保守主义的文化批评家如阿道

夫·哈菲尔德 、斯本格勒 ,甚至在左翼先锋派知识分子如布莱希特 、福伊希特万格等中间也广为流传 ,他

们担心持续不断的美国化 、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将使德国丧失文化本体 ,吞噬德国文化个性 。更有甚

者 ,有些人认为美国文化的影响将会导致技术专政 ,最后导致全面毁灭。

德国学者试图揭示美国文化 、美国主义的特点和本质 ,认识美国主义的局限 。在鲁道夫·凯泽尔看

来:美国主义和美国文化是一种新类型的文化 ,它没有历史包袱;具体;不带感情色彩;年轻 、充满野性 ,

但缺乏教养和任性;美国主义是浪漫主义的敌人 ,它立足于现实 ,讲求实用主义 ,充满活力;美国文化直

接与自然和身体联系在一起[ 6]
(第 392 , 395-397 页)。阿道夫 ·哈菲尔德认为 ,追求成功是美国主义的最高

理想 ,在美国“商业理想主义”那里 ,上帝 、挣钱 、资产阶级道德三位一体
[ 6]
(第 407 页)。奥托·鲍威尔则

探讨了合理化的本质 ,批评了太多合理化 、过速合理化造成的合理化幻象 ,指出合理化危机将导致民族

主义和反民主浪潮的席卷[ 6]
(第 410-411 页)。

对美国主义 、美国化在德国的发展前景 ,德国学者普遍持审慎态度 。费里克 ·施丢希认为 ,德国需

要正确的的美国主义 ,将创造美国伟大成就的基础以及由这些成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引进到德国和欧

洲去[ 6]
(第 408-410页)。阿道夫 ·哈菲尔德则认为 ,美国主义只能种植在民族的土壤里 ,大众文明只能在

美国那里发展得更纯粹。对欧洲大陆高度复杂的精神灵魂 ,开具新的超个体客观主义的万灵药方过于

匆忙
[ 6]
(第 407-408页)。保守的 、反现代主义阵营的文学家戈特弗里德 ·本恩则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主

义:“自 1918年以来 ,几乎整个德国文学都是在`节奏' 、̀爵士' 、̀ 电影院' 、̀ 海外' 、̀ 技术活动' 的口号下

经营的 ,而与此同时 ,所有关于心智和情感的问题都直截了当地摈弃了 , ……我自己是坚决反对美国主

义。我认为那种纯粹的功利主义哲学 、那种所谓的乐观主义 、那种永恒的裂着嘴的`微笑' ,都是与西方

国家的人们和它的历史不相适合的 。”
[ 9]
(第 185 页)。

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者 、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大众文化 、通俗文化的兴起和繁荣进行了抵制。德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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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者网罗了德国政治上各个派别 ,其中民族人民党和中央党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社会职业来看 ,

受到良好教育的中间阶级影响较大 。他们对美国化 、美国主义 、现代性的挑战深为不安 ,但与文化悲观

主义者不同 ,他们对德国青年 、德国文化遗产充满了信心 ,希望利用德国文化资本来定义时代精神 ,用德

国文化对抗西方文明和美国主义 ,通过复兴德国文化 ,走向祖国复兴的道路 。文化保守主义者重视寻找

和培育优秀 “伟大艺术” 。他们特别强调“经典” 、“旧的艺术大师”(包括古希腊经典);鼓励“民间文化”

的发展 ,并试图改进大众文化 ,使大众文化 、民间文化“高雅”起来;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 ,多数人持中

间路线 ,他们反对过于现代化和现代性 ,但对于建筑艺术上的现代性持较妥协和开放的态度 ,部分文化保

守主义者甚至提出了德国式现代性的追求目标;他们竭力抵制文化女权主义的挑战 ,捍卫德国男性为主导

的文化;他们还极力推动国家采取积极的文化干预政策 ,1926年通过了保护青年法令
[ 16]

(第 248-316页)。

魏玛共和国对“美国主义” 、“美国化”等作出的反应 ,反映了德国这个一战后快速向现代社会迈进的

国家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正负效应 、对如何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作出的探索和

思考 。魏玛共和国社会内部对美国文明和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 ,使影响共和国高度破碎社会结构形成

的政治背景 、经济状况 、社会地位 、宗教信仰 、地域分布 、民族差异等诸因素中 ,又增加了对待外来文化和

文明态度这个不定的因素 。共和国虽然给予了广大知识分子充分的自由权利 ,但知识分子对共和国并

不满意 ,从总体上看 ,共和国并没有赢得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平森对德国文化上的纷杂混乱状况与共

和国覆亡曾意味深长地指出:“经济危机 、政治上的紧张状态以及文化方面的混乱在 19世纪 30年代初

期汇聚在一起 ,造成了一种似乎是毫无出路的局面 。正是这样一种危机感为魏玛共和国的最后覆灭提

供了气候条件。”
[ 17]

(第 6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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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Weim ar Republic histo ry , especially during the relatively stable stage , American

mass culture w as spread w idely in Germany and w as w armly w elcome by the new middle class

represented by the w hite-colla r w orke r.At the same t ime , the anxiety about the negative ef fect of the

mass culture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fate o f g erman nat ional culture accompanied the doubt about

the m ass culture and the charge of it .The fad of America m ass culture deepened the chaoses of

weima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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