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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愛露西》（I Love Lucy）是臺灣電視公司播放的第一齣美國電視情境喜
劇，在臺廣受歡迎與議論。二戰後美國盛行的電視情境喜劇展現了新的

家庭敘事結構，重建主婦形象與消費社會的家庭景觀。然而對1965年仍在備戰狀
態的臺灣而言，電視作為新的共時性視覺娛樂型態，觸動了社會群體的新感官經
驗，電視情境喜劇尤為歡樂的情感經驗如何容納於當時的冷戰局勢之下，便引起
文化菁英關於文化正當性的討論。

本文檢視冷戰時期的文化菁英如何討論通俗文化中的美國，並分析美國做為自由與
進步的象徵如何與生活情感構連。本文指出，在面對國家的政治與歷史挫敗時，國
族主義的宏大敘事以「國難當前」、「富強建設」這兩種衛戍與發展的論述同時展
開，特定的社會差異（如性別和省籍）被重劃，以便動員來支援國族主義。文中分析
以下幾點：一、美國電視劇在臺灣盛行的社會條件；二、文化菁英發表於報刊上的
「輿論」如何討論性別與國族主義，以及「自由」的美國與我國的現代化。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aiwan society comprehended American television 
situation comedy I Love Lucy in the 1960s. At the early stage of television 

development, approximately 40% of television programs in Taiwan were imported 
from the U.S. Among them, situation comedies were popular and widely discussed 
for their fascinating new formats and the modern lifestyle they represented through 
the images of housewives. However, certain debates arose as television intrigued the 
public with novelty, especially the situation comedies were considered too hilarious 
for a war-torn state.

In the discussions of American comedy, I Love Lucy routed the cultural elites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ir defeated memories in 1949’s Mainland China, and to 
re-evaluate the new American style of humor. They discussed if it was proper to 
laugh in a tragic time, as well as how to contain such affects and sensations of TV 
experiences in the Cold War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elites articulated 
the concept of “free” and “modern” America at different levels—materially and 
ideologically, by way of Lucy the humorous and unruly American house wife.  

關鍵詞：電視、喜劇、我愛露西、冷戰、現代性

Keywords: Television, Comedy, I Love Lucy, Cold War,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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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時間缺口」的美國電視劇

臺灣電視公司（以下稱台視）於1962年10月10日開播後，歷經一個多

月的調整，陸續推出五檔美國電視節目（見表1），分別是：同年12月2日

星期日晚間20：45播出的第一部電視劇《我愛露西》（I Lo ve Luc y，哥倫

比亞廣播公司CBS發行），12月6日星期四晚間19：10推出的另一部電視劇

《寶馬神童》（Fur y，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 C發行），1接著是隔年1月3日

星期四晚間20：45推出的《靈犬萊西》（Lassie，CBS發行），1月4日星期

五晚間20：45推出的《牧原英豪》〈驊騮劫〉（The Gene Autry Show，CBS

發行），最後是4月3日起每周三晚間20：45推出C B S製作的歷史紀錄片節

目《時代風雲》（The 20th Century，CBS發行）。前三部電視劇都安排在晚

間黃金時段，長半小時；《我愛露西》定位為家庭喜劇，《寶馬神童》和

《靈犬萊西》則是兒童戲劇。《牧原英豪》的各集角色彼此不相連，每集為

獨立的故事（類似今之單元劇），該年2月之後成為固定播出的節目。最早

推出的三檔電視劇中，以周日播出的《我愛露西》最受注意，其次是《靈

犬萊西》。《寶馬神童》在1963年4月13日播出〈旋風〉後結束，由《青駒

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Champion the Wonder Horse，CBS發行）接替。

表1：臺灣電視臺開播半年內的美國電視劇集

首播日期 時間 節目

1962年12月2日（日） 20：45 《我愛露西》 I Love Lucy，CBS發行

1962年12月6日（四） 19：10 《寶馬神童》  Fu r y，N B C發行  （後挪
周六晚間19：10分播出 ）

1963年1月3日（四） 20：45 《靈犬萊西》 Lassie，CBS發行

1963年1月4日（五） 20：45 《牧原英豪》  Th e Ge n e Au t r y S h o w，
C B S發行的〈驊騮劫〉，該年2月之後
成為固定節目

1963年4月3日（三） 20：45 歷史紀錄片節目《時代風雲》  The 20th 
Century，CBS發行

 資料來源：《電視周刊》，筆者整理製表。

1 《寶馬神童》播出第二集後挪至周六晚間19：10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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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視的節目時間表在1963年仍不固定，節目時段浮動，也常見填補空

缺的零碎影片時段。台視初始自製節目能力有限，人力資源不足，每日僅

播送五小時。開播第一個月的時段為中午一小時（12：00到13：00）、晚

間四小時（19：00到23：00）。六周後，11月26日的《電視周刊》第7期

刊登啟事說明，許多觀眾來信表示中午一小時的節目大都正值回家途中而

無法收看，午餐後已無太多時間，建議將中午節目移至晚間。同時，中午

播送一小時對於人員與技術配合方面也不便，因此從12月1日取消周間中午

節目，改為晚間五小時節目（18：00到23：00）。周日則播出六小時（中

午12：00至13：00，晚間18：00至23：00），一周播出時間共計三十六小

時。 2整體看來，台視在開播半年後固定有五個黃金時段（周三、四、五、

六、日晚間）播出美國電視節目，另外還有其他填補換場或空窗時段的短

節目。美國電視節目所佔的比例在開臺初期每周僅播出三十六小時的窘迫

狀況而言，十分顯著。 

初始每天五、六小時的播出節目非常零散，現場轉播的自製節目很

少，一天僅七個現場節目。多數無法調度的時段均播放美國新聞處借來的

十六厘米膠片（telefilms，或稱電視影片）。3現場轉播對於戲劇最為困難，

演員、劇本、布景、鏡頭走位等難題在初期難以克服，因此自製電視戲劇

稀少。現場節目不少是十分鐘以內的短節目：時事分析、科學報導、音

樂、歌舞表演、圍棋等。播出時間較長的節目為新聞與氣象、家庭生活、

兒童節目、西洋歌曲、歌唱節目《群星會》、歌仔戲、相聲、平劇、越

劇、粵劇、滬劇，長度從十五分至五十分不等，其中以地方戲曲所佔時間

最長。由於當時尚無錄製技術，自製節目匱乏，報端很快出現一些批評節

目無趣的輿論（弘1962/10/21；瑞林1962/11/15；凌雲1962/11/28），雖

也有正面鼓勵者，但主要以評述外國節目為主（蕭鳴1962/12/15）。

2 節目部的時段說明參見電視周刊社。1962/11/26。《電視周刊》第7期，頁48。
1963年11月18日增闢教育部提供的教學節目，從17：30開始播放，播放時間延
長為五小時卅分。1964年7月1日，延後收播時間至23：30，增長為每日六小時。

3 節目部的製播狀況與美國影片說明參見電視周刊社。1962/10/29。〈敬答觀眾十
項意見〉，《電視周刊》第3期，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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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視創臺時自訂的自製節目比率為60%，進口影片40%—即每周有

十四小時播放各種長短進口電視影片。這十四小時幾乎都是美國影片，均

原音播出，配上中文字幕（何貽謀2002: 32-33,  92）。台視由臺日合資設

立，成立時原與日方股東之一的富士電視臺有每日播出兩小時日方節目與

廣告的協議。後來因朝野對電視播出日語有爭議，終於取消日方提供的節

目，轉由美國進口節目（柯裕棻2008）。既然建置資金並無美資，本無播

出美國電視劇的約定。時任節目部主任的何貽謀在回憶錄中對日語節目取

消事件表示，協議取消之後雖因避免語言禁令而鬆一口氣，但少了日方提

供的節目，需要填補播出時間，頗費周章（何貽謀2002: 13）。購買外語片

需沿用電影檢查法申請外匯，受外片配額限制，因此開播時的片源非常稀

少（ibid.: 89），許多影片反覆播出。

第一年（1962-1963）台視共播出11部美國進口電視戲劇，4同時，自

製戲劇節目每周4部。51964年美國電視劇維持在每周播出13至15部。1965

年因建置中南部轉播站，觀眾增加，每日播放時間也已延長至六小時，此

時自製戲劇節目增至每周5部， 6常態播出的美國電視劇高達一周15部 （Ko 

4 台視開播一年內（1962-1963）總計共播出11部美國電視劇，2部英國電視劇：
美國電視劇為《我愛露西》（ I  L o v e  L u c y ， C B S ）、《寶馬神童》（ Fu r y ，
N B C ） 、 《 靈 犬 萊 西 》 （ L a s s i e ， C S B ） 、 《 牧 原 英 豪 》 （ T h e  G e n e  A u t r y 
S h o w，C B S）、《時代風雲》（Th e 20th Ce n t u r y，C B S）、《青駒歷險記》
（The Adventures of Champion the Wonder Horse，CBS）、《霹靂警長》（Sergeant 
Preston of the Yukon，CBS）、《鐵馬英雄》（Casey Jones，KTTV Syndication）、
《蠻荒世界》（Jungle Jim，CBS）、《妙爸爸》（Father Knows Best，CBS）、
《海盜》（Tales of the Vikings，UAT V & MGM T V）。2部英國電視劇為《羅賓
漢》（The Adventures of Robin Hood，英國ITC製作、AT V發行，美國由CBS首
播）、《反間諜戰》（O.S.S .，英國AT V製作、ITC發行，美國由AB C播出）。

5 1963年的4部自製戲劇時段如下：周三19：10～19：50《臺語電視劇》、周四
21：15～22：05《臺語古裝電視劇》、周五19：10～19：50《溫暖人間》、周
日21：15～22：05《電視劇》。其中，《溫暖人間》是從1962年12月7日開始，
專演好人好事的故事，並非角色固定的連續劇。

 另，地方戲節目為周一至周五的21：15～20：05，輪流播出歌仔戲、滬劇、平
劇、布袋戲、越劇，順序時常調動。周六午間12：33～12：58固定為歌仔戲時
段。1963年歌仔戲時段基本上為周五晚間與周六午間。

6 1965年的5部固定時段自製戲劇節目時間配置大概如下：周一22：25～11：05
《台語連續劇》、周三19：20～20：00《臺語電視劇》、周四21：25～22：15
《國語電視劇》、周五19：20～20：00國語電視劇《溫暖人間》、周日22：05
～22：55《臺語古裝劇》。需注意的是，周一的「連續劇」並非今日理解的數

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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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這還不包括卡通影片和英語學習節目。7當時卡通和英語學習節目

也是另一種填補技術與人力不足的方式，是早期重要的墊檔填時間節目。

何貽謀的回憶錄指出，他當時負責採購外國節目，開播初期考慮的優先重

點是「不花什麼成本而能填滿播出時間」、「現場節目之間用影片隔開來

以便換景〔…〕都用影片墊檔」、「卡通每集僅有數分鐘〔…〕可以用來

作墊滿時間缺口之用」（何貽謀2002: 30, 89, 91）。台視從1962年12月1日

開始播放美國新聞處借來英語學習影片，此後美國電視節目播出時間持續

增加，從而與軍事、政治、教育等制度共構了臺灣的親美文化景觀。

直到1990年代有線電視普及之前的數十年間，美國電視劇在臺灣佔極

高的播放比例。臺灣從前習慣將美國電視劇稱為「影集」，起因正是當時

這些美國進口的節目是以十六厘米的電視用影片拍攝而成，當時以「集」

為單位出售，因而稱為「影集」（何貽謀2002: 14, 29; 林雅婷2011: 3）。由

於美國「影集」高量的播放，數十年間「影集」一詞在大眾論述中與美國

緊密扣連，「影集」必指美國電視劇，直到近年才因網路用語不同而逐漸

改稱「美劇」（林雅婷2011: 9）。

此處應留意的是，之前的研究均假設「影集」是美國電視劇從進口

即固定使用的名稱，但根據雜誌與新聞資料看來，雖然美國電視劇後來普

遍被稱為「影集」，它們一開始並無統一名稱。《電視周刊》第1期的節

目表中稱「電視節目膠片」，該指稱詞彙仍挪自電影。開臺之初的《我

愛露西》、《寶馬神童》和《靈犬萊西》的介紹均以「影片」、「家庭電

十集模式，而是五集左右一個故事完結。臺語連續劇的概念最早應是1964年7月
6日開始的周一〈福哥系列〉故事發展而成，由矮仔福（陳六二）演出，廣受歡
迎，在1964年8月31日〈福哥系列〉完結，由其他故事接替。

7 1962年12月1日周六22：25～22：40，台視播出由美國新聞處（U.S. Information 
Ser vice, USIS）提供的英語學習節目《學習英語》（Let’s Learn English）節目一
集，再隔周1962年12月10日的周一至周五22：30～22：45播出五集，後又停播。
1963年8月1日周二起，固定在每周二、四、日三天於18：30至18：45播出（電
視周刊社。1963/07/29。《電視周刊》第42期，頁 2）。1964年4月4日改為二、
四、六同時段播出。之後，1964年4月25日周六增加播出《學講英語》（L e t ’s 
S p e a k  E n g l i s h ）。同年 5 月 4 日周一開始，每周一、二、四、五播出《學習英
語》，每周三、六播出《學講英語》。自此，台視每周有六天播出美新處提供的
英語學習節目，每次15分鐘（電視周刊社。1964/04/27。《電視周刊》第81期，
頁59）。《電視周刊》每期刊出這兩個節目的當周課文全文，有時多達十幾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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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戲劇」、「節目」、「電視片」、「家庭劇影片」、「電視影片」、

「劇情影片」稱呼，並不固定。《電視周刊》從第7期（1962/11/26）  開

始，偶爾以「電視影片」專欄簡介當周美國電視劇內容。從第1 9期開始

（1 9 6 3 / 0 2 / 1 8），「電視影片」欄目漸趨固定，隨機選擇介紹當周美國

電視戲劇的劇情內容。2 1期（1 9 6 3 / 0 3 / 0 4）開始「電視影片」專欄完整

簡介當周所有美國電視戲劇內容。報端也曾出現將現場直播的戲劇稱為

「電視劇」，將進口節目稱為「電視影片」的例子（姜龍昭1962: 19）。

或將所有以拷貝放映的節目都稱為「電視影片」，不分長短或類型（文琳

1963/04/22），這種用法也見於1964年之前的《電視周刊》節目表。

從當時報刊雜誌不定期出現的節目內容簡介的脈絡看來，名詞區隔的

重點不在內容的類型，而在技術的物質形式：膠片。因此，電視現場播出

的戲劇依照廣播劇慣例，稱為電視劇或話劇，而以拷貝影片放映的則依照

電影慣例稱為影片。1965年3 月29日，《電視周刊》第129期21頁才出現

「影集」的指稱：《洛麗泰楊影集》（The Loretta Young Show, NBC）。從

1965年5月3日第134期開始，才看見以「影集」一詞統稱所有進口電視劇，

綜藝歌唱、新聞紀錄片、卡通影片都包含在內。8此後「影集」才固定成為

美國進口電視劇的專有名稱。

早期這類關於「電視影片」詞彙上的混用，至少顯示以下幾點技術與

文化的轉譯過程：首先，在缺乏電視經驗的狀況下，文化中介者不可能將

電視技術和節目型態清楚歸類並轉介。由於分類的規則必須依據經驗、觀

察或社會慣習回溯而生，文化中介者在轉介技術／文化物件時，從英文名

稱t e l e f i l m s或既有的科技（廣播和電影）與文化範疇中尋找、挪用或創造

詞彙。這些混用的語詞在表意層次上顯示了電視被想像為具有廣播的即時

性和電影的視覺性。其次，在時間與空間的社會生產上，電視即時的視覺

性（或視覺的即時性）產生新的空間與時間的組織型態，換言之，電視上

8 「影集」一詞在報刊本用來指涉攝影集出版品與系列電影，如《第七號情報員》
電影（今之《007》系列）。聯合報最早使用「影集」一詞於內文指稱電視節目為
1966年6月28日第八版，報導卡通影集《兔寶寶》臨時播出。《徵信新聞報》（今
之《中國時報》）則是1966年9月9日第7版，報導台視每周三中午播出的電視影
集《男子漢》（The Tall Man）的男星巴利蘇利文（Barry Sullivan）的最新動態。

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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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必須全部準時地以視聽材料填滿，電視殷始之際的技術考驗正是如

何在共時空間裡填滿節目以維繫運作於不墜，這也是「影集」或「電視影

片」大量進口的主因之一。最後，除了上述技術與社會條件造成的文化慣

稱外，「影集」這個詞彙雖不直稱美國，然而因長期大量進口美國電視影

片而造成臺灣社會以「影集」一詞專指美國電視劇，正是美國文化的強勢

與普及的表徵。換言之，「影集」這個如今看來不合時宜且混淆不清的詞

彙，本身即是一組技術、政治與論述的構成，是文化權力關係翻譯的結果。

前面提及第一齣播出的美國電視劇《我愛露西》是哥倫比亞電視公司 

（C B S）  在1951年到1957年推出的電視情境喜劇，在美國一共播出六季，

以美國紐約市的家庭主婦露西和她的居家生活小故事為主題。本劇一致主

題是露西試圖脫離家庭主婦身分與中產生活的種種嘗試與妄想。露西的逃

逸總是以失敗收場，劇尾公式強調她重回快樂溫暖的家庭。這個節目在美

國以及全球都獲得極大的商業成功，在生產方式與文化上長遠影響了美國

戰後的喜劇拍攝型態和演員表演風格。它不但定義情境喜劇作為一種電視節

目類型，也參與建構了二戰後的家庭意識形態（Landay 2005, 2010）。《我

愛露西》甚至在各國發展電視初期成為家庭電視劇的範本，台視推出時也特

別強調「各國電視臺競相編播此項劇本以招徠觀眾〔…〕，各地經常有模

仿《我愛露西》的作法，來寫家庭電視劇本」（魯稚子1962/12/03: 12）。

該劇在臺播出的第一集主題為〈醫院產子〉， 9這並非美國原劇的第

一集。10不過，由於《我愛露西》主角露茜鮑兒  （Luci l le Ba l l）  之於當時

的臺灣觀眾已不陌生，她主演的電影《蜜月花車》（The Long Long Trailer, 

1953）  曾於1954年在臺上映，頗有人氣。11也因為〈醫院產子〉在美國播

出時因露茜鮑兒確實待產中的話題之故，有極好的收視。

9 又做〈露西得子〉，見何貽謀（2002: 93）；電視周刊社。1962/12/24。《電視
周刊》第11期，頁19。

10 該集原名為Lucy Goes to the Hospital，首播日期為1953年1月19日，這是第二季的
第16集。這一集在美國的收視率高達71.9%。Wikipedia. n.d.. “List of I Love Lucy 
episodes”.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 .org/wiki/List_of_I_Love_Luc y_
episodes#Season_2_(1952%E2%80%9353) on Aug. 20, 2020.

11 參見1954年9月25日《中央日報》的第六版電影廣告；魯稚子（196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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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探究臺灣因播放美國電視劇《我愛露西》引發的爭議，這是除

了開播之前的日語節目問題之外，第一個因電視內容而起的文化議題。此

事發生於1 9 6 5年，當時我國電視仍為黑白系統；周間每日播出時數為晚

間六小時、周日外加中午一小時為七小時。1 9 6 5年全國電視機總架數為

92,595臺；1966年全臺電視機數量約157,700臺（中華民國電視年鑑編輯委

員會1976: 191-194），不算普及。《我愛露西》在1965-1966年引起文化精

英對於「我們是否需要喜劇」的爭辯。此問如今看來也許十分令人費解，

然而在當時社會普遍瀰漫「國難當前」的國族主義氛圍之下（以如今的詞

彙解釋則是「亡國感」），電視作為新的共時性視覺娛樂型態，觸動了新

的感官與情感經驗，如何容納此種情感經驗於當時的冷戰局勢之下，就形

成關於文化正當性的討論。

這齣美國情境喜劇的新奇主題與表演方式引發幾個面向的爭論，皆與

自由與現代化相關，因此本文將檢視冷戰時期的文化菁英如何討論通俗文

化中的美國，並分析美國做為進步象徵的他者如何與生活情感構連。本文

的分析重點是文化菁英的「輿論」，文獻基礎來自以下幾種刊物的內容：

《電視周刊》、《聯合報》、《徵信新聞報》和《中央日報》內相關的影

視新聞報導與專欄文章。涵蓋期間為1962年至1966年。

本文以美國—臺灣的文化議題作為主要分析軸線，因此首先爬梳關於

冷戰與親美論述的社會史與檔案研究。從相關文獻看來，美國在戰後的金

援、物資（建設與產業物料、武器與食物）、文化（科學、社會科學、文

學與藝術）、技術（知識的操作與治理）的部署、統攝與涵化，其綿密嚴

控確實顯露政治經濟的支配事實。冷戰除了美蘇兩大強權的軍事部署與政

治角力之外，也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現代化的經濟與文化方案的全

球之爭。各地區或模仿依循、或挑戰抵抗這些現代化原則，交互參照的過

程形成一道拒斥（內／外）他者並且再發明傳統與現代的路徑。知識生產

上，有關冷戰美國的討論多依普世論的邏輯展開，不論是發展主義或反帝

國主義，其邏輯仍指認美國的權力部署是一同質的政經與軍事結構。批判

這個權力結構時，在詞彙指涉和文獻分類上也一樣依循帝國／殖民地、美

國／其餘國家，或西方／東方的二元對立。

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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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文整理的諸多研究文獻亦指出，文化冷戰往往也是國家機器或主

流論述排除內部異己的政治手段。因此本文並不主張這種外來強權引致的

挫敗衝擊和應對策略是文化的揉雜（cu ltura l hy brid it y）或挪用（cu ltura l 

ap p ro p ri at i o n），也不認為這種經驗和情感能簡化為在地文化與西方強權

的對抗。我們可以看見，文化冷戰的在地紋理更顯著的是在地的主流文化

論述來回周旋於外來的他者（如美國）與在地的邊緣他者（如性別、階級

或種族弱勢）之間。因此，這種論述交鋒需要脈絡化處理，以理解在地社

會如何參與施行並打造冷戰與現代化，而不是在認識的定義上做簡化的上

下強弱他我對立之本質劃分，以避免浪漫化在地的獨有完整與純粹，或是

將在地的實踐與日常囫圇整化。在面對國家的政治與歷史挫敗時，國族主

義的宏大敘事以「國難當前」、「富強建設」這兩種衛戍與發展的論述展

開，特定的社會差異（如性別或省籍）被重劃，以便動員來支援國族主義。 

二、遍在的「冷戰」美國：科技與日常生活

技術上，二戰後美國電視劇傾銷各國之因，主要是1 9 5 0與 1 9 6 0年代

世界各國紛紛設立電視臺，這些草創初期的電視臺大量購買美國出口的電

視影片，一方面可輕易填補時段，另一方面也可藉好萊塢的光環增加收視

（H i l m e s 2012:  188）。美國之所以能有大量電視影片的片源供給海外並

且獨占市場，除了美國影視產業高度資本化的商業競爭使得產量極大化之

外，學界提出具體的技術原因有二：一、由於1950年代的美國國內電視聯

播網開始成形，但有線電視網尚未完成，好萊塢片場當時以「電視影片」

（t e l e f i l m s，即十六厘米影片）拍攝的節目可郵寄遞送以供各地方電視臺

重複播放，因此大受地方電視臺歡迎。美國早期的電視臺普遍認為製作現

場節目才是正確善用電視媒體的即時性，播放大量電視影片是不負責任的

作為，而且各電視網總公司也認為使用電視影片會使得節目主導權受到電

影業的威脅，但是地方電視臺使用電視影片仍然有增無減  （Hi l m e s 1990: 

148-149）。12二、英國廣播公司（B B C）的電視技術與制度雖比美國發展

12 根據希爾梅斯（Michele Hilmes），不可播放太多影片的默識後來因為電視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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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製作節目條件完備，可與美國抗衡，然由於B B C較為重視電視節目

的國家文化特性，非利益導向，所以B B C 傾向製作現場節目而非拍攝影

片，在電視影片生產上BB C遲疑不前，喪失先機（Hilmes 2012: 167）。因

此，自1950年代以後，美國挾其好萊塢影視產業的資本與人力，大量製作

電視戲劇，向各國銷售電視影片，獨占全球市場（ibid.: 189）。

除了技術原因之外，文化政治也是美國迅速成為東亞社會文化形塑力

的原因。電氣化、消費化、娛樂化的美國價值與美式生活形成了新的生活

原則  （Yosh im i 1999）。戰後進行文化重整運動的東亞國家，不論是否自

願，多依此一原則改造並重組「現代的」日常生活，電視與家電產品等新

科技物因此統領了戰後新一波的生活型態，並且成為民族主義建構的新文

化目標（Yoshimi 2003a, 2003b; 柯裕棻2009, 2012）。

雖然「冷戰」泛指1 9 4 5年雅爾達會議後到1 9 9 1年蘇聯解體的美蘇兩

強的對立局勢，但這種「冷戰」並非完全無戰狀態，在東歐各國有數次

的反抗運動，遭蘇聯鎮壓；而在亞洲則有中國的國共內戰、韓戰，以及

越戰。美國積極介入東亞和東南亞戰事與內政，進而部置它的全球策略

（Wa llerste in 2010）。關於美國在二戰後藉全球冷戰的圍堵策略而全面深

入各國日常生活的過程，近年由於各種史料陸續解密，已大幅拓展冷戰研

究方法論的新視角。「冷戰」一詞除了指稱美國與蘇聯兩大政治集團在戰

後對峙所形成的國際政治之外，逐漸擴大解釋。一方面，宣傳、心理、

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研究被納入範疇，另一方面也逐漸朝向區域化、在地

化，隨著各國機密檔案解密而擴大解釋，並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各國在這段

時期因國際政治情勢而發生的政治與社會變革或運動（Vu 2009;  Ma s u d a 

2015）。研究方法也漸趨多元且複雜，由於既有的知識越來越不確定，詮

釋相異的空間也擴大，「定義性」的冷戰研究幾無可能。如此的異質取徑

機（Kinescope）技術普及而逐漸消失。杜蒙特（Allen B. DuMont）於1947年開
發的電視錄像技術在1950年代漸漸受到廣用。這種技術使電視臺可一面播放現
場節目一面將現場錄影存為影片，由於這些錄影仍保有「現場」節目的感覺，
即使轉賣他臺播放也不被認為是播放電視影片，才使電視臺逐漸擺脫播放影片
是不負責態度的壓力，電視錄像技術因此廣受電視臺歡迎並且出口。在錄影帶
（Videotape）發明之前，電視錄像機是少數能夠將電視影像錄下來的技術。

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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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需要脈絡化，幾個解釋冷戰矛盾的主要軸線除了社會、經濟、政治

軍事之外，知識文化史也是重要的主題（Westad 2010: 2）。

因此「冷戰」除了泛指一段時間內因美蘇敵對狀態而衍生的軍事部

署，以及相關的國際政治體系，也重新界定為一套被生產出來的政治修

辭，是一定程度可回溯指認的社會現實，亦指涉各個在地社會藉冷戰而生

產的敵我意識與戰爭論述。換言之，除了反共之外，它也是政治操作的幻

想機制生產出來的對內鬥爭，經常被用來作為政爭和消除異己的理由。當

此種全球政治論述落實到區域的平民現實生活中時，它造成的恐懼噤聲、

政治宣傳和娛樂文化所形塑的集體記憶非常真實。

冷戰研究的「文化轉向」意味著「冷戰」概念與影響重新深化，不將

「冷戰」視為既定現實或給定的歷史時期，而視為二戰後由美蘇發動的大規

模文化戰，滲透在日常生活中（Shaw 2006: 99）。美蘇雙方陣營均投注極大

的財力物力於國際宣傳與文化政治的競爭之上，據稱，蘇聯從二戰後至1960

年為止至少花費相當於美金20億做國際宣傳（Shaw 2001: 60）。美國投入的

資金也難以估量，除了貿易經濟援助計畫、政治策反計畫、文化與教育交

換計畫，還有鋪天蓋地的心理戰的隱藏文宣（Osg ood 2002: 85-86）。所以

冷戰是文字戰（war of words）的說法也十分普遍，冷戰的「平常與日常」

（ordinary and everyday）、「家園防線」（home fronts）也成為研究主題，

這概念意指戰爭意識進入日常生活中，使居家日常也成為心理戰的前線戰場

（Major and Mitter 2004: 3-4）。冷戰史學者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 1997: 

287）指出，社會史或性別史與殘暴的戰爭交錯，才構成了冷戰的外交史，

所以研究冷戰國際政治時不能忽略人們的日常生活感受與觀點，同時也須顧

及人們在這種善惡對立的時期所思所為及所信之真實。冷戰時期的種族、性

別與在地文化問題長年被高層政治議題忽略，反而成為內部鬥爭的藉口，甚

至可能是政治策略所建構的或想像的心理戰爭─此一心理戰與其說是對敵

方進行恫嚇威脅，不如說是政府對己方內部人民以「反共」為名進行思想控

制與肅清異己，同時也由此定義自我以及他者（Masuda 2015: 24-26）。

由於冷戰的對峙狀態，使得「西方vs.東方」的二元對立與他者建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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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逐漸由美國取代歐洲而代表「西方」，並賦予（或覆蓋）「西方」一詞

不同的政治與文化意涵，「西方」逐漸轉變為以美國為中心的反共民主陣

營的參照概念（Major and Mitter  2004: 7-9）。在此一思考下，美國對其

他社會的建構之「冷戰的東方主義」至少有兩種理論意涵：其一是沿用

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問題意識，深究美國在二戰後直至大幅深入越戰之前

（1945-1961），美國的通俗文化對於亞洲反共國家的想像連結是一種「感

性的教化」（sentimenta l e ducation）（Klein 2003）。其二是指西方對於

「東方鐵幕」諸國所進行的文化建構。儘管美蘇陣營雙方對於「民主」、

「科學」、「現代性」的解釋或者各異，其整體邏輯歸結在核武競爭論述

上仍頗多鏡像對照（Major and Mitter 2004: 6-7）。綜合此二種情感與文化

建構，「西方」出於優越和恐懼意識而進行的排斥、教化、治理乃至於控

管，以「冷戰的東方主義」顯現。在物質層面上是對「東方」空間的侵奪

與物資的補給，實行壓迫與扶植的兩面控制。在知識層面上是對「東方」

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生產和生活方式進行改造。此種對立與支配經過

現代化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加以合理化，構成了美國對後進國家民族主義

統治菁英的指導方針（Latham 2003），意即以美國為進步參照的現代化。

此外，戰後美國的文宣機構和主流媒體相關研究指出，美國政府在

二戰後也開始進行對內說服國民的文化宣傳，有計畫地再現美國與作為他

者的異國之間的從屬關係，使其國民理解美國關切教化遠方異國的必要，

進而廣交「盟友」（Klein 2003; Os g o o d 2006）。美國亦設置文化交流計

畫 13與文學與藝術機構，藉由推廣文化交流以宣揚反共的新人文主義，重

新定義現代主義藝術，並培育來自世界各國短期交流的作家，使其理解

美國的「自由」並在返回本國後宣揚美國的文化優點，穩固「盟友」關係

（Liu 2017; Bennett 2015; McGurl 2009; 趙綺娜2001, 2011）。另，大眾傳

播媒體的角色亦至為重要，影視產品成為冷戰宣傳的關鍵媒介，電影、電

13 文化交流計畫有：《傅爾布萊特教育交換法案》（Ful b r i g h t Ac t）於1946年通
過；《美國新聞與教育交換法案》（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 of 1948），又稱《史墨法案》（The Smith-Mundt Act）於1948年通
過，兩案在1961年整併為《共同教育與文化交換法案》（Mut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 of 1961）。

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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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與廣播節目、報紙，甚至是藝術繪畫都在華府策劃的宣傳戰裡扮演要角

（D o her t y 2003; Shaw 2006）。以美蘇敵對關係為主題的小說與電影、由

國際關係與軍備競武衍生的科幻劇如知名的《星艦迷航記》（S ta r Tr ek）

（Saranta kes 2005），以及各種出入「鐵幕」的諜報故事類型如007及其衍

生的類型戲劇（Shih 2017）等等，都是文化冷戰的時代產物。

對外宣傳上，1960年代的宣傳策略不同於1950年代。研究美國電視全球

化與冷戰策略的學者施沃克（James Schwoch）指出，由於1957年俄國成功發

射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Sputnik）震驚世界，美國政府認為此舉影響歐

洲民眾認知甚大，因此於1958年宣布成立美國國家太空總署，展開兩國的科

學競武。當時美國政府急於扭轉美國形象可能落後於蘇聯的局勢，1959年由

美國副總統普瑞格（Mansfield D. Sprag ue）組成高層級的美國總統海外信息

活動委員會（The U.S.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 

the Sprag ue Committee），尋求具體心理戰宣傳方案，開始將全球宣傳納入

其國家政策。這個委員會針對通訊與科技作調查研究，從技術層面到訊息內

容層面，包括基本科學、科學影響指標、廣播技術、全球衛星通訊，提出一

份報告書（Schwoch 2009）。這份報告認為，「美國的全球形象」和「科學

與科技」應該是美國國際政策的首要之務。這份報告更建議，美國的「科學

與科技」不應只是發展實質的戰爭武器，也應成為冷戰的心理武器，美國應

盡力使全球的閱聽人感受並看見美國的科學，更應該以科學與科技作為外交

和宣傳的籌碼。這個報告書幾乎為後來的冷戰宣傳下了定義，並影響了美國

在1960年代的冷戰科學與文宣的發展路線：「科學＝自由」。科學技術成為

美國心理戰的新前線，盡力在全球拓展電子新媒介如電視、電訊網絡，同時

藉由美國新聞總署 （U.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在各國辦的科技展覽與

親身傳播，經過種種媒介傳遞的語詞、影像、聲音與經驗，力求改變世界各

國的美國印象 （Schwoch 2009: 59）。

也就是說，冷戰的心理戰略中，美國向全世界輸出的「科學與科技」

不只是科技物件而已，這些物件本身即是訊息，它們是宣傳的工具也是宣

傳的內容本身。科學與科技在這一種戰略思維中並不隱形或退為客觀中立

的技術，恰好相反，它們所傳輸的文化內容，也一再確認這些科技物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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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越意義，而非僅是居中透明的技術而已。上述各面向的操作結合了美國

東方主義式的優越、自由人文主義的情懷，以及科學發展主義的建構，確

立冷戰時期以美國現代性作為全球盟國的發展標竿。

美國輸出的文化看似明亮歡樂，卻也同時掩蓋了它支配各國政治經濟

軍事之意圖與事實。在亞洲，韓戰之後美國在南韓的支配全面深入政經結

構與文化意識形態，從生產的底層結構到再生產的上層結構，均經過相當

徹底的重整。韓國史學者柳永益 （Young-Ick Lew et a l. 2006） 認為，從更

廣的歷史架構看來，廿世紀前後美國的角色是擺盪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者與

種族主義國家之間，而韓戰後的南韓對於美國的親好態度則是出於軍事和

經濟依賴而產生的好感 。國際政治研究學者朴泰均 （Tae Gyun Park 2012） 

的南韓科學與技術史研究指出，1954-1962年美國明尼蘇達計畫 （Minnesota 

Pl an）  雖僅為期八年，這個以基礎產業和科學為主的教育計畫改造了南韓

的自然科學與工程高等教育結構。美國一共投入九百五十萬美金，送出218

位南韓的自然科學與工程科系的學者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進修，這些學者

將美國式的教學與研究方法帶回南韓，使韓國的科技思維、國家安全與經

濟發展從此依賴美國學院系統 。國際關係學者權容立 （Yong-Rip Gweon） 

研究南韓的親美與反美態度，他認為，韓國對美的態度經常是愛恨交織，

而韓戰後韓國的親美路線並非出自理性的抉擇。由於美國的存在幾乎是常

態，它自然得如同空氣，反而因過於親近而難以審視。因此是「反美」的

詞彙先產生，其後才有相對區辨的「親美」詞彙發明  （Gwe on 2004: 155-

156）。

日本學者吉見俊哉在親美與反美的研究中分析了美國的消費主義與

國家暴力對戰後日本國族主義的影響。他的論點是：戰前作為異國的美

國在戰後的文化論述中逐漸退位，而作為日本自身一部分的內化的美國

則進入日常消費生活，此一生活方式中內涵了自我與他者的反覆對詰，進

而改變了都市空間與通俗文化記憶（吉見俊哉2013:  117）。吉見認為，

暴力的美國與消費主義式的美國以複雜的方式連結，因而成為得以融入民

族自我欲望的他者  （Yoshimi 2008: 83）。日裔美國學者酒井直樹  （Sa ka i 

2005）  研究日本的現代國族主義構成，他認為日本國族文化的特殊性之

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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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正是在回應西方的普世主義時產生的複雜徵候，是個體在現代化

過程中累積的挫折經驗再現於國族主義的幻想機制中，成為一不可共量

（incommensurable）且相對於西方的國族文化論述。此一對應西方的挫折

經驗，對美國尤為顯著。貴志俊彥與土屋由香的歷史研究對美國在亞洲進

行的文化冷戰策略作出相當完整的分析，他們指出，美國在1950年代之後

經由美國新聞總署（U S I A）和海外支部美國新聞處（U S I S）進行的公關

宣傳活動，表面上是文化交流，但其實也參與更具干涉性、機密性的軍事

作戰與諜報活動。他們主張，應該從區域社會與庶民生活的層次來思考，

視文化的柔性權力與軍事暴力的壓制互為表裡，才能理解文化冷戰的全貌

（貴志俊彥、土屋由香2012: 4）。

二 戰 後 美 國 文 化 也 深 刻 影 響 臺 灣 社 會 ， 然 而 ， 對 「 無 所 不 在 的 美

國」進行批判論述總是因其無所不在而難以聚焦，這原因與韓國和日本相

似—因為美國文化普遍且深入，美國與東亞諸國的政經權力結構在各層

面綿密交織，反而使得「美國」作為他者的「在場」難以指認。陳光興分

析戰後臺灣的去殖民文化政治，以「次帝國」一詞指出這個攀附在美國帝

國主義核心的政治狀態。陳光興認為，美國的軟性權力與軍事暴力普遍深

入冷戰時期的日常生活，使得臺灣的「去殖民」、「去冷戰」這兩個至關

重要的文化主體型構過程無法展開。他認為臺灣的冷戰感覺結構是第三世

界民族國家追逐「現代」的慾望延續了殖民主義的「文明教化」而成，此

種現代化發展主義被政治菁英挪用為奪權的資本，同時將「反共」的政治

意識形態作為打壓異己與族群鬥爭的手段（陳光興2007）。

在作為發展指標的物質基礎而言，《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 t o f  1951，以下簡稱美援）對臺灣經濟與社會生活型態的影響甚鉅。從

1951年到1965年間臺灣接受了大筆的美援金額與物資，每年平均約一億美

元。14政治經濟取向的研究探討美援影響的觀點可略分為兩種，一是現代化

發展理論：主張美援有助於穩定臺灣的經濟成長，美援立即且重大的效果是

14 各階段美援的法案與方式不同，有貸款也有物資。整體而言，從1951-1965年間，
美援實際總額為十四億八千二百二十萬美元。可分為五類：防衛支助及開發貸
款、技術合作、軍協援助、開發貸款基金、剩餘農產品（趙既昌1985: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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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財政赤字、舒緩通膨與外匯短缺的壓力、提供發展工業的資金，並且

引入現代化治理的方法與制度（Jacoby 1966; 趙既昌1985; 瞿宛文2017）。二

是依賴理論：主張美援造成臺灣對美國的依賴架構。美援雖然紓解早期的

物資危機，對物價與幣值有穩定作用，也間接造成有利民間企業發展的環

境，但美方藉此強制國民政府接受其政策建議，因此影響是利弊交半（吳

聰敏1988）。美援造成受援國的軍事與經濟依賴，並且直接強化統治菁英

的既得優勢。受援國一方面分擔防衛成本，一方面因確保美資的市場與流

通，使美資獲得經濟利益，並鞏固美國的政治影響力（文馨瑩1 9 9 0）。

國民政府引入美資的邏輯，正是美國由軍事介入到經濟支配的過程，此

種雙重介入方式也間接鞏固了國民黨的官商資本結構（劉進慶2 0 1 2）。

另外，從更細緻深入的生命政治而言，充滿地方與國際折衝的冷戰治

理深入在地家庭與女性身體的治理，這些措施背後隱藏國際政治衝突、科

學專業主義的意識形態，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妥協（郭文華2010）。由於美

援大幅影響飲食習慣、家庭生育、環境衛生、醫療技術與公共衛生政策，

無論巨觀的計劃或微觀的執行上，由美國醫學典範主導的醫療與公共衛生

觀念都促成我國在戰後生命治理邏輯的轉變。美援會的相關組織「中國農

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從1961年起，積極主導家庭計畫與節

育、疾病防治（瘧疾、防癆、性病、痲瘋）、婦幼衛生、醫學教育等醫衛

政策的制定與施行（張淑卿2006; 楊翠華2006, 2008; 郭文華2006, 2008）。

同時，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會（簡稱婦工會）從1 9 5 9年發起「幸福家庭

運動」，除積極宣導反共之外，也配合推廣改良環境的家政知識家庭計劃

（游鑑明2011），並以西方醫療科學和國族主義兩種論述塑造現代母親和

家庭的身心關係，以符合現代化經濟建設發展的目標（劉桂君2013）。

文化與教育上，親美意識的形成初始從教育交換計畫與文化交流活動

進行。冷戰時期美國對臺的教育與文化交換計畫以增進對美國的認識與理

解、培養親美的意見領袖和技術官僚為目標，從農業、工程、  經貿、傳播

到語言教學和文學等均設置補助項目。美方同時堅持本省籍人士必須佔有

一定比例，務求培植親美的本土菁英階層（趙綺娜2011: 113）。在1951到

1970年之間，美國對臺灣不對等的文化輸出幾乎壟斷了海外文化輸入臺灣

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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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道，其文化影響逐年倍增。151999年時臺灣時任政府閣員已有60%曾受

美國教育（趙綺娜2001: 121）。本地文學發展亦深受美國的冷戰文化政策

影響，臺北美國新聞處的譯書計畫和美援支持的文藝雜誌《今日世界》、

《文學雜誌》和《現代文學》，將美國的現代性與中國傳統性並置，以去

政治的、現代主義的「純」文學、「純」美學來進行政治化的反共政治宣

傳。這些雜誌對海外華人進行文化冷戰宣傳，同時藉此定義臺灣為美國支

持的文化正統的「自由中國」，其軟性訴求的潛移默化效果於文壇、市

場、校園的影響長遠（林純秀2008; 單德興2009; 陳建忠2012, 2014; 王梅香

2014a, 2014b, 2015）。其中，王梅香對美國國家檔案局的美新處檔案做詳

盡的研究，整理了美新處考量商業市場的原因、邀稿與贈書機制、翻譯作

品選擇、海外流通機制等重要發現。

上述諸多研究的問題意識與分析立場不盡相同，對美國文化冷戰的詮釋

各異，但是他們都指出，美國的冷戰策略藉由經援、技術文化交流與宣傳，

廣泛影響臺灣社會的生產與文化結構。這些研究也不約而同指向一個主要的

事實：美國的文化冷戰和反共親美意識型態，是從下層結構到上層結構，從

經濟建設到日常文化中逐漸編寫構成，因而在二戰後新一波民族主義的重新

定位過程、政制改造、生命治理和物質生活的想像裡，揉進了美國因素。 

1960年代正是美國文化在臺灣開始廣布影響的時期。在美國大幅且長

時期資助之下，文化意識形態與生活習性確實產生廣泛的改變。不過，這

些影響未必依照美國設計的方向發展。反共親美意識的形成與運作在不同

社會時空的條件差異下，仍然多有矛盾荒謬之處。例如，從美國訪問回來

15 臺灣經美援的教育交換計畫送出考察或訪問見習者共有2988人（1951-1970）；
至1960年為止軍方送出受訓觀摩約有6000餘人；《史墨法案》的社會精英交流
共58人（1952-1957）；《傅爾布萊特教育交換計劃》從1958至1968年十年間
共送出469人。學者雅各比（Neil Jacoby）認為，美國價值和實行方式深入社會
基層，影響深及每一項公共或民間社會制度（Jacoby 1966；轉引自趙綺娜2001: 
103）。另，值得注意的是，美援的技術合作類別中的教育項目，在臺灣所推廣
的教育改革主要為職業教育，尤以工職教育最大。1959年之後重心才改為科學
教育計劃（安後暐2010:  97）。這是為經濟建設發展計畫而設置的人力培育，
美援運用委員會與農復會都有參與。援助範圍不只是中級的職業學校，臺灣大
學、師範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都包括在內。不過，美援教育顧問和我方
教育人員的相處並不融洽，多次發生歧見與爭執（ibid.: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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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灣社會文化菁英雖然對美國持正面印象，但也會從自身經驗解讀美國

文化，時有曲解或誤會（趙綺娜2011）。而冷戰時期由美新處支持創作的

反共小說雖然肩負冷戰文宣的使命，這些文宣的敘事戰爭卻因各政治主體

的異托邦另類位置而充滿意識形態的罅隙，不時陷入政黨內部鬥爭，或因

歷史事件牽連而受到查禁（王德威2015）。

美國當時並未直接將臺灣的電視產業納入文化冷戰的運作範疇，商業

性質的節目仍由電視臺向好萊塢影視產業採購。美新處的作法是提供大量

英語學習的節目給電視臺播放，此舉相當符合當時美方擴大教育影響的目

標。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愛露西》等娛樂電視節目進入臺灣的影響與文

化冷戰無關，電視劇雖外在於官方擘劃的文化冷戰策略，但是它並非在冷

戰之外。相反的，電視劇是另一條迂迴的文化冷戰途徑，一方面我們可以

清晰看見電視劇成功建構了美國家庭的歡笑富裕，進而建立美國為自由與

現代化的國家之認識，更因為此後美國電視影集大量進口，「影集」一詞

才會自然而然地成為美國電視劇的代稱。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能在《我

愛露西》的迴響中看見，藉由電視劇而顯示的消費經濟、傳播科技，以及

誇張的情感表現，在地接納與理解的具體回應仍相當複雜。

三、美國主婦與不安於室的「洋婆子」

在上述的社會條件之下，台視開播即播出大量美國電視影集並非突兀

的特例，而是鑲嵌於當時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脈絡之中的結果，而「影集」

專稱美國電視劇，也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發生。《我愛露西》是台視最早購

買的大批美國電視影片之一，從1962年12月2日開始播出，1966年7月25日

播出最後一集。 16電視節目的購買不屬於上述各種美援或文化交流補助項

目，除英語學習節目由美新處提供之外，其餘節目均需申請外匯購買。

16 早期各節目播出時段經常更動，《我愛露西》播出時間曾多次挪動，並曾在
1964年10月停播兩個月，於1965年1月7日復播，當時台視每周放映的進口電視
影集已高達15部以上。

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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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在二戰後盛行電視情境喜劇，電視情境喜劇展現新的敘事結

構，呈現無歷史、無社會指涉的、相對封閉且片斷的家庭空間，同時也形塑

新的家庭角色想像和故事情節，導向了商品消費社會的家庭景觀。而此一

塑造重點對象，則是圍繞著新的主婦而展開。此外，《我愛露西》對美國

戰後的情境喜劇製作型態尤其有巨大影響，女主角露茜鮑兒的表演方式超

越階級、性別和種族界線，利用多變的角色變裝，融合卓別林式風格與廿

世紀初盛行於美國的雜耍歌舞表演。露茜鮑兒特別擅長以誇張笨拙的肢體動

作嘲諷規馴的女性舉止，將女性化的柔順行為轉為喜感的表現，她也使喜劇

表演的女性自成一種「可笑的怪異主體」 （funny peculiar subject）（White 

2016），有別於主流的陰性氣質定義（Glenn 2000; Landay 2010）。電視文

化史學者斯皮格爾（Lynn Spigel）指出，美國通俗文化在二戰後重整家庭價

值，包括《我愛露西》與其他1950年代的美國電視情境喜劇帶有大量的「破

碎不連貫的居家性」（fractured domesticity），反映了白人中產家庭生活的

煩惱與心機，並以舞臺表演的方式呈現（Spigel 1992: 136）。演員露茜鮑兒

多變的肢體表演和電視媒介的保守敘事相衝突，在每一集的故事中，家庭主

婦露西頻頻掙脫沉悶的生活常規，藉各種幾近胡鬧的方法走出家庭，但她的

夢想或妄想一再落空，在落空之際，主流的家庭價值於每一集結尾將她的不

安於室收束回家庭裡，以此作為快樂結局。如此的公式設定鼓勵女性留守在

居家空間之中，露茜鮑兒的肢體表演所展現的顛覆性仍被限縮且鑲嵌在1950

年代的主流女性氣質論述和情境喜劇的敘事框架裡 （Mellencamp 2003）。

1950年代的美國情境喜劇《我愛露西》挪移到1960年代的臺灣社會，

成為在電視上播出的第一齣美國喜劇，從報端的投書、周刊專欄和影劇報

導中多見對美國生活的稱羨。劇中女主角露西變換多端的身分與動作被解

釋為幽默的美國文化表現，而喜劇敘事公式使每集的問題都能取得完滿解

決，也被認為是代表美國文化善用媒體宣揚道德啟示。

《我愛露西》在1 9 6 2年底播出，但直到1 9 6 5年後才有顯著社會迴響

出現。雖然電視在1960年代後期逐漸成為影響廣泛的媒介，在1966年以前

它仍然是中上階級的昂貴家電，即使將當時看電視的社區群聚現象納入考

慮，仍不算廣泛普及。當時的文化菁英為了這個多數人仍無法得見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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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喜劇節目如此熱切討論，除了延伸自電影評論的文類寫作習慣之外，

也因為他們對於電視聚成的群眾有所感觸。這種「群眾」是由即時共享的

視覺經驗維繫並且定義的，它引發的群體想像不同於印刷資本主義的報刊

閱讀或是聲音資本主義的廣播聆聽。

因此，與《我愛露西》相關的「我們是否需要喜劇」之論所面對的

1960年代中期的文化狀況是：國難當前的戰爭恐懼、日本的殖民記憶和進

步的情感建構。首先浮現的主要問題是：我們應否接受美國的婦女喜劇，

喜愛美國主婦的胡鬧且為之發笑是否為合宜的時代情感。這是同時面對

「戰備／消費」兩種南轅北轍的不同社會狀態時出現的情感政治爭論。這

個爭論並非大篇幅的嚴肅文化論戰，但是從1965年8月開始，就在副刊的專

欄以及投稿中時隱時顯持續浮現，可見當時有一股關於電視喜劇之論的大

眾文化伏流。評論較密集的時期約為半年，最主要的評論者為專欄作家何

凡。 171966年初，與西洋喜劇相關的討論逐漸轉為言論自由的討論。直到

1967年報端仍有關於喜劇該如何使人發笑，或悲劇的眼淚是否合理的文章

刊出。由何凡主張的「我們欠缺好的喜劇」這一論斷也似成定論，後來關

於戲劇和電影的討論也都引用這一說法。18這些是電視發展初期可明確指認

的冷戰的情感政治紋理，也是面對來自西方（美國）的通俗文化時，對中

華文化正統性與現代性的定位疑慮。

在播出之前，第8期《電視周刊》的預告介紹，《我愛露西》是一齣具

有美國文化特色的「家庭劇影片」。這篇文章簡介劇中的演員與角色，特

別介紹露茜鮑兒的演藝生涯，但對於她早已與扮演男主角的丈夫離婚一事

略過不提。文中強調本劇的家庭特色：

以日常生活的情形和夫婦之間的問題為素材，實在的表現出了家庭
婦女的思想與生活面，再穿插「機械化」的各種動態，來惹人發
笑，其舉止雖然誇張，但不離譜，不會流於低俗，在富有幽默感的
民族，這種誇張，顯得是相當自然的。（魯稚子1962/12/03: 8-9） 

這一段介紹顯示這個新型態喜劇引起的理解矛盾：將情境喜劇解釋為常規

17 何凡本名夏承楹（1910-2002），曾任《國語日報》社長與發行人、《文星》雜
誌主編、《聯合報》主筆，供稿聯合副刊的「玻璃墊上」專欄長達31年。

18 例如屠申虹（1967/05/25），以及白景瑞（1968/06/13）。

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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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寫實劇，強調它「實在的表現」出家庭婦女的思想與日常生活。其次，

在表演風格上，說明露茜鮑兒類似卓別林的「機械化的各種動態」是「自然

的」，因為這種誇張來自一個「富有幽默感的民族」。這些矛盾修辭嘗試將

《我愛露西》不受規訓的表現以及挑戰各種社會疆界的方式重新涵納在家

庭、民族與國別差異論述之內，以美國家庭與美國主婦的輕鬆幽默解釋其

嘲諷，並以民族特質將這套喜劇籠統定義為美國文化的自然表現。這個觀

點既符合美國主流的家庭價值框架，也顯示當時臺灣對於美國文化的想像

與憧憬。文化差異成為理解這部戲劇的關鍵，將挑戰常規、荒誕的部分劃為

美國特色、美國文化的表現，從而抵銷它對常規的挑戰。另，節目中常出現

不可見的觀眾笑聲，這項技術也被解釋為相當得體的應用：「代表無形的

觀眾反應，是一種巧妙的附和提示，誘導觀者也跟著發笑。」（ibid.: 10）

播出半年後，《我愛露西》逐漸受歡迎，評論多有讚譽。  19當時台視

僅有兩部黑白攝影機，攝影棚僅七十餘坪，自製節目均實況播出，除新聞

短片之外尚無預錄拍攝戲劇的技術與資金。20根據當時編劇與節目主持人朱

白水的說法，單單只是每周一次的國語電視劇，已是劇本、人員、機器設

備與佈景調度的極大考驗。211963年電視戲劇一周播出四部，兩套國語劇：

《溫暖人間》、《電視劇》，兩套臺語劇：《臺語電視劇》、《臺語古裝

劇》（魯稚子1963/05/06）22，劇本與演員的消耗極大，品質難與進口的美

國電視劇匹敵。1965年《我愛露西》相關的「美國喜劇」的討論，起因正

是光啟社的節目部主任徐鉅昌在取得美國廣播電視碩士學位之後，接受中

央社訪談時表示，我國應參考美國電視業趨勢，偏重喜劇和連續性的人情

19 參 見 文 琳 （ 1 9 6 3 / 0 4 / 2 2 ） ； 〈 作 者 不 詳 〉 （ 1 9 6 4 / 0 8 / 1 3 ） ； 〈 作 者 不 詳 〉
（1965/01/04）；〈作者不詳〉（1966/03/05）。

20 關於早期實況播出的棚內製播困難，可見王亞維（2014），內有當時台視導播
顧輝雄對於攝影棚調度的回憶訪談片段。

21 朱 白 水 曾 在 中 央 日 報 的 影 劇 新 聞 受 訪 時 提 及 電 視 劇 的 難 題 （ 〈 作 者 不 詳 〉
1963/02/16）。

22 這些節目是每周播出一個完整的故事，類似如今的單元劇，是故這些節目時段
沒有劇名。到了1966年時，台視已經每天都有電視劇播放，因此極缺劇本。台
視曾多次公開徵求劇本，1969年時一本四十分鐘的劇本每本1,600元，一小時的
國、臺語劇本，每本2,000元（〈作者不詳〉196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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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故事（〈作者不詳〉1965/08/25）。他在訪談中描述美國電視產業的現

況，此報導中並沒有直接批評臺灣的電視節目。

然而訪談見報後引起一些關於喜劇的討論，斷斷續續進行了四個月，

逐漸延伸至傳統文化之論。首先是專欄作家薇薇夫人23（1965/08/31）在專

欄中對徐鉅昌提倡喜劇的論點表示贊同，她在文中批評當時盛行的「中國

是苦難的民族，當然不容易笑出來」24的民族悲情說，她認為眼淚無法解決

苦難，樂觀能夠增加勇氣，她認為《我愛露西》是優秀的喜劇，改編《我

愛露西》相似的家庭喜劇應該不難：「《我愛露西》洋味兒重，不見得合

我們胃口〔…〕若改編成中國式喜劇應更受歡迎。」

兩個月後，〈聯合副刊〉又刊出另一專欄作家何凡相似的回應論點

〈我們缺乏喜劇〉、〈不是非哭不可〉。對於喜劇的正當性，何凡主張雖

然國家多難，但這並非民族性，觀眾仍有開心的必要。何凡加入性別和省

籍指出悲劇情感與傳統舊習的關係：

對比最強烈是電視……大抵整個劇本大部分時間是在吵吵鬧鬧哭
哭啼啼中進行。使觀眾沒有歡樂，因為沒有幽默、諷刺的對話，
也缺乏這一類的動作和表情，結尾大抵是團圓的，那像是臺灣男
人頭頂上的帽子，戴上去反像是勉強。

劇中的男人多半愛罵人，更愛罵他的女人。但是他們也常常哭出
聲來，尤其是失戀的時候。「丈夫有淚愛輕彈」，似乎是我們這
一代的話劇男人的特色。女人自然是弱者，受盡了男人或翁姑的
氣，祇有以淚洗面，道白也是隨泣隨訴，不哭不行……

我不否認悲劇的存在價值，但是卻不希望其比重如此高。我更不
信中國人是天生的悲劇的民族，那是沒有確切的根據的。時值國
家多難，民生疾苦，希望劇作家們多給觀眾一些喜劇，大家開開
心，也好鼓得起努力的勇氣來。（何凡1965/11/06）

23 薇薇夫人本名樂茞軍，是知名作家，曾任《國語日報》社長、《世界日報》家庭
版主編、華視節目主持人，供稿《聯合報》家庭版的「薇薇夫人專欄」長達26年。

24 當時文人所指的「中國」意指「中華民國」或「自由中國」。「中國人是悲劇
的民族」說法在當時相當普遍，但沒有直接相關的大眾文化研究文獻。關於中
國的喜劇與悲劇論辯原本是在文學戲曲範疇，從五四運動時的胡適、後來的錢
鍾書和魯迅，都曾宣稱中國無真正的悲劇。而此處的「悲劇民族」之說則是將
悲劇在戲曲文學的敘事結構和隱喻表現層次的討論轉移到現實戰亂之悲、悲劇
電影票房以及電視劇的流行主題上。它引發「中國是悲劇的民族」、「我們缺
乏喜劇」等另一種民族本質論的觀點。

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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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若干婦女，如養女之類，平日受氣受夠了，喜歡藉悲劇痛哭
一場，以消胸中氣悶。這些理由都有問題。說中國人是悲劇性的
民族，並沒有充足的證據。至於臺灣，脫離日人統治已經廿年，
女權日漸提高，養女亦經解放，忍氣吞聲的理由逐漸消失，似乎
沒有哭哭啼啼的必要。（何凡1965/11/08）

他也以《我愛露西》做為正面範本，建議可做為劇本創作參考。他認為，

《我愛露西》成為美國電視劇最受歡迎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的「逗樂兒」

（何凡1965/11/06）。事實上，何凡曾在1964年寫過〈我們需要喜劇〉的

電影評論，評論當時放映的臺語悲劇電影《子》，他表示雖然沒有看過該

片，但他主張相似的觀點：他不認同「中國人不擅長喜劇」、「中國人

必須看悲劇」這樣的說法。他認為悲劇哭哭啼啼，愚不可及，他提及有人

評論當時臺語片盛行童星演悲劇，對民族有不良影響：「老大而走下坡的

民族再加上無盡的哀愁，這是無益而危險的事情。」（何凡1964/05/18）

在這幾篇討論「中國人的民族性」與喜劇之必要的文章裡，《我愛露

西》反覆被舉出來做為可供參考的優良喜劇，接著引來台視編劇朱白水的

回應文〈喜劇難求〉。朱白水不但主持台視的電視節目，也是名盛一時的

編劇、導播和節目製作，他在《中華日報》的回應文雖短，但直接點明了

三個敏感的面向：組織、性別、民族。他解釋，本國悲劇多於喜劇的原因

是喜劇劇本缺乏，「百不得一」，且喜劇難寫，稍一不慎就落入「低級趣

味」，「有些大人先生們，故做莊嚴之相，對逗樂兒的演出，動輒以『簡

直是胡鬧』的口吻大加斥責」。明白表示組織政治的難處：高層權威人士

對戲劇內容檢查的標準保守，「且國人接受諷刺幽默的氣度日狹，劇本下

筆難免躑躅」。又指出，《我愛露西》雖是逗樂兒的好節目，但「洋婆子

可以這樣硬闖，同樣的劇本由國人演出，不讓人目為瘋子，斥為胡鬧才怪

呢！」（朱白水1965/12/17）。這裡又指出西洋與我國有不同標準，西洋

女性能演出的橋段，換作我國演員則可能不被接受。

朱白水解釋了編劇的幾個政治顧忌，何凡以連刊三天的專欄長文回應

（何凡1965/12/ 20, 1965/12/21, 1965/12/22）。他主張以下三個觀點，一

是從傳統文化指出：「看洋人那種興高采烈〔⋯〕我們不免顯得太消極

了」，「傷心不是國粹」。他從儒家的「貧而樂，富而好禮」解釋，喜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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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孔子之道」，悲哀並非民族傳統。二是從品味和階層政治：「洋婆

子逗樂」雖是胡鬧，但看電視本是解悶，不需「大人先生」指點修身。三

是從民主政治輿論的立場建議：「演出自由和新聞自由一樣，不會自己從

天上掉下來，皆待從業者自己去努力爭取。」何凡主張，諷刺批評是能夠

促使相關人士認清問題，促進進步的方法之一：「除去諷刺與幽默，就難

以構成好的喜劇。怕人們接受諷刺的氣度日狹，這件事也有待于爭取，越爭

路越寬，越怕路越仄。」他並且建議應善用諷刺喜劇來改善社會問題，將

「國人通病」如「不講公德、不守秩序、不重清潔、不教養子女、酗酒、嗜

賭、虐待養女、以及負債拜拜等」列為批評諷刺的對象。何凡指出傳統儒家

之道與喜劇並不互斥，他也不認為組織的階層政治和品味能夠評斷喜劇。

此波圍繞著西洋喜劇而產生的性別與省籍的建構在幾個層次發生，

一是新舊之別，二是內外之別。在與「新舊」有關的討論中，薇薇夫人、

何凡和朱白水的意見看似彼此各異，其實他們一致同意幾個概念，除了國

族主體性（中國不是悲劇的民族）、政治現實（國難當前之實），以及品

味階序（喜劇一不小心就落入低俗趣味）之外，他們也都檢視電視喜劇這

個新類型在既有文化體制內的位置，從傳統／西洋、嚴肅／通俗、現實困

苦／幽默開心，憂憤悲觀／積極樂觀等區隔，反省了電視喜劇的價值觀與

情感狀態。在戰後的美國，《我愛露西》的「新」是家庭的敘事結構和女

性的表演方式。在1960年代的臺灣，這部電視喜劇也帶來新的社會情感，

是即時觸及廣大群眾的陌生媒體以新的視覺形式表現新的婦女角色、家庭

關係與生活方式，這種闔家共賞歡樂的經驗相當特別。此處所謂的「舊」

不是傳統文化或儒家道統，而是弱者的消極哀愁，是婦女和弱男子的情

緒，是「國人通病」的陋習。新與舊的文化有顯著的對立關係，新的態度

是認清社會問題並爭取表演自由，如此可排除舊的通病，促進社會進步。

而這些討論中也浮現兩種內外的「他者」拒斥，一是「外部的西洋他

者」，這是與新事物連結的外國的女性；二是「內部的文化他者」，這是

與舊通病連結的本省經驗，尤其體現在本省婦女的特定情感（受虐受氣痛

哭）與傳統（日人傳統、悲哀的養女）。這兩個外部、內部他者的拒斥均

與文化國族主義相關，尤其是性別與文化差異：由於露西鮑兒誇張的肢體

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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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顛覆了居家性和陰性氣質，難以收編在熟悉的性別規範之中，因而將

她掃入「西洋他者」來取代可能的性別解釋，這是國族化的性別指涉。如

朱白水即是以電視喜劇的「洋味兒、洋婆子、洋節目」等用詞來概括指認

「西洋他者」。同時，這些討論也重新區隔出「內部的文化他者」，來強

調情感的政治正確。如何凡指出某些兒女悲情的類型與品味不恰當，是不

必要的消極傳統，例如臺語片的悲情、男人的哭戲、以淚洗面的女角、本

省女性觀眾、養女、日本殖民的忍氣吞聲等等。何凡不拒斥西洋，他提倡

西洋喜劇可做借鏡，以西洋的諷刺和幽默點出國人的通病來改善社會。

由於當時社會仍瀰漫失敗主義的憂患意識，也引出對美式娛樂內容的

躊躇：國仇家恨當前，美國電視喜劇如此洋味的胡鬧逗樂兒是否合宜？我

們可能製作改編美國風格的喜劇，並且讓國人女演員演出嗎？薇薇夫人認

為可能，朱白水與何凡認為目前不可能，但何凡認為應該爭取這種自由，

如同爭取新聞自由。在何凡這裡，西洋的樂觀是有益的情感。何凡的幾篇

文章藉著美國電視喜劇之論，主張應揚棄消極悲觀的舊習，借諷刺和幽默

來驅除在地的悲情，爭取美國式的樂觀進步與自由。

歷史學者陳萬鼐也在《中央日報》刊出〈中國古代的喜劇〉，回應「近

來文壇上醞釀喜劇寫作問題」。25他綜合評比宋人雜劇、元人戲曲、國劇、

莎士比亞戲劇與希臘戲劇，說明喜劇經典作品的特點在於批評人生，諷刺現

實。他指出需留意劇本和搬演是不同的，有些戲因為演員善演，在場上看起

來有趣，但「腳本讀起來平淡無奇甚至膚淺庸俗」，「不像莎翁喜劇含蓄深

刻，耐人尋味」，他沒有直接將傳統等同正統，而是指出傳統喜劇有時被視

為難登大雅之堂，多取決於表演者本身的才能是否能賦予劇本更多趣味，戲

劇的幽默內蘊有賴創作者或是演員提升。這篇文章同意「喜劇難求」之說，

但沒有對電視喜劇提出觀點，僅隱約點出品味階序問題：「我們現在嚷著

『缺乏喜劇』，又希望放寬審查劇本的標準，等到喜劇劇本太多了，不怕

不提高標準，但是我們應當明瞭喜劇的界限，不要貽人笑柄才是。」（陳

25 陳萬鼐在《中央日報》寫了一系列古代戲曲的文章，明確回應社會議題的僅有
關於喜劇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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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鼐1966/01/11）陳萬鼐對我們是否需要喜劇的觀點是，品味高低並非必然

的標準，不論過去或現在，東方或西方，喜劇是否低俗取決於少數的劇作者

和場上的表演者。

《徵信新聞報》的專欄作家方以直26之後將電視喜劇的討論直接拉到政

治問題，從而有了新舊時代「自由」的討論。他摘述當時《成大青年》校

刊內談「喜劇荒」的文章和林語堂倡議的「幽默」，寫了兩篇專欄文章，

指出諷刺喜劇和言論管制的矛盾。第一篇《喜劇只好荒下去》中轉述《成

大青年》中林語堂的演講內容，指出諷刺喜劇在言論管制的狀況下難有發

揮空間，他因此感嘆：

喜劇少不了諷刺，諷刺需有對象。在我們這裡，工人不能諷刺，
農人也不能諷刺，老人不能諷刺，女人不能諷刺，外國人不能諷
刺，中國人不能諷刺，異鄉人不能諷刺，本地人不能諷刺，文人
不能諷刺，武人不能諷刺，窮人不能諷刺，婦人不能諷刺，教員
不能諷刺，學生也不能諷刺。我們的劇作究竟可以諷刺誰？（方
以直1966/01/31）

方以直接著在次日刊出的《喜劇不荒的希望》指出：「從大陸來臺的若干

『喜劇名手』，昔年多曾深受寫實主義的薰陶，深信喜劇必須諷刺，諷刺必

須在現實中找對象，一旦無此『自由』，於是束手無策。」他也建議這些

「喜劇名手」應效法《我愛露西》，這齣美國喜劇並未觸犯任何現實的政治

禁忌來做樂取笑，仍能達到效果。他認為如今喜劇中的諷刺已經沒有「自

由」，因此苦悶的劇作家應該採取不同的寫作策略：

最好拋棄那些由往日的寫實理論而衍生的想法，不要認為自己應
該向權威挑戰，應該向名流臉上抹灰，應該揭道德家的瘡疤，應
該與政治逆行……不要再回憶那個時代。那個時代過去了，死
了。但是喜劇不應該隨著那個時代死……我們需要笑。除了寒暄
應酬那種表演式的笑以外，需要自發的、真誠的笑；需要使自己
獲得滿足對別人又完全無害的笑。（方以直1966/02/01）

方以直先感嘆諷刺文類在當時言論環境的困難，然後指出，即使沒有

26 方以直是王鼎鈞的筆名，當時任《徵信新聞報》的主筆及人間副刊主編。王鼎鈞在
1950年代任職中國廣播公司，因遭疑為匪諜，長期被跟監。細節參見王鼎鈞（2009: 
145-160）。不過他的寫作活動一直沒有停止，也曾多次參與官方的藝文活動。
1966年任中廣節目部資料組長。1967年列名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人之一。

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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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也能取樂的方法是模仿《我愛露西》，「這些情節固然是『美國

式』的」，「不能把劇本寫得很深刻，但可以寫得很可愛」，不觸及現實政

治，從生活取材，不踏到任何人的痛腳。方以直主張非政治的諷刺是一個可

能的方法，這個主張點出了美國家庭情境喜劇這種節目類型的特點，意即，

它呈現的是無歷史、不連貫且片斷的家庭空間。因此寫實主義的諷刺喜劇可

能引起的政治問題或內部鬥爭，可以借由美國電視情境喜劇的模式避開。

從方以直提出沒有諷刺自由的時代一說，可以交替參照幾個關於《我

愛露西》「自由」的論點，它們看似合理又彷彿矛盾。《我愛露西》的美

式幽默在何凡看來是需要爭取的自由，美式喜劇代表現代的樂觀—這也

意味著脫離悲劇民族論、女性悲情和臺灣的苦難，因為它們屬於過去。但

是在方以直這裡，《我愛露西》的風格是沒有言論自由也能取樂的方法，

因為它不涉及現實。他認為批判社會的寫實主義是造成現代喜劇難以發展

的原因。方以直明白說出1960年代臺灣的言論控制狀況，他認為，逆政治

而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當今的言論是一條窄路，但即使失去諷刺的自由

我們仍然需要喜劇。此處方以直所指的「自由」與何凡顯然不同，何凡所

指的乃是在體制內表達意見的空間，加以善用就可以排除傳統陋習，是促

進現代化的方法。而方以直的自由是言論的公共空間。在當時言論受到管

制、多數人無法提出批評的壓力之下，自由與情感的表達只能轉進家庭空

間內尋求出路。方以直認為，舊時代還有諷刺批評的可能，新的時代已經

沒有挑戰權威的可能。對方以直而言，新的「美國式」喜劇是在沒有言論

自由的時代裡還能觸及情感的表達方式。

整體看來，「美國式」的幽默雖然乍看都代表著「自由」與「現代」，

但詳究之下這些詞彙有相當不同的連結。露茜鮑兒的表演方式在薇薇夫人

看來洋味兒太重但是可以改編；在何凡看來這是有益身心的樂觀幽默，何

凡認為相對於舊社會悲情，美式喜劇帶來新的自由。編劇朱白水指出《我

愛露西》美國式喜劇其實糾纏國族、性別、組織政治的棘手團塊。方以直

雖認為美國式喜劇不深刻但可愛，但他更悲觀認為，舊時代或許還有些批

評的自由，在新的不自由的時代，美國式的幽默至少能使人獲得無害的情

感滿足。上述文化菁英藉由《我愛露西》中家庭主婦的表演為出發點，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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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當代情感和性別角色的妥切或失當。美國電視喜劇或許太洋味兒或是太

胡鬧，這些討論沒有反對美國式的幽默，而是對這種表現形式以及它所代

表的自由與現代應如何適用於臺灣，有防衛的排擠或情感的寄託與接納。

四、結論：「美國式」的現代化的合宜笑聲

本研究試圖整理《我愛露西》在戰後臺灣的接受狀況，以理解在地社

會如何接納或理解通俗文化中的美國。本文認為，電視劇也是文化冷戰的

迂迴途徑，在通俗文化中建構美國為自由與現代化的想像。本文指出，美

國電視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帶來對於女性角色、言論空間的新理解，這

也是戰後新的家庭敘事與情感的發端。這段時期裡，定位未明的傳統文化

尚未被1960年代後半進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淘洗成正統，傳統經常被放

置在現代／西洋的對立面，這也使文化菁英感知他們正身處在冷戰現代性

的急遽變化裡，使他們發覺對內整理新舊文化位階、重新確立文化正當性

的迫切。

《我愛露西》播映時期在大眾媒體刊登的投稿文章中，觀眾的觀看

感想都表示喜歡她幽默風趣，短短數語，幾乎沒有更多解釋。當時書報空

間有限，一般讀者能夠投稿獲得採用發表，已是相當難得。儘管如此，這

樣的投書例子仍然不少，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較為顯著的議論是由幾位

知名的文化菁英引起的洋婆子之議和冷戰時期看喜劇尋開心的情感正確與

文化正當性。他們從鑲嵌於通俗文化的「美國」討論女性和諷刺喜劇，進

行國族、性別、自由與現代概念的整理。當時國族主義的主調仍是戰爭兵

燹的記憶和慘痛失敗，然而當國家有了現代化建設的新目標後，何者該記

取何者該遺忘，就成了新的問題。因此，在冷戰的家園前線觀看美國電視

喜劇的正當性就十分關鍵了，何況此處糾結的是一位過度自由的美國家庭

主婦拼命想掙脫家庭的喜劇。我們可以看見文化菁英對「美國式」喜劇接

納與理解的具體回應相當複雜，主流文化論述來回周旋於外來的他者與在

地的邊緣他者之間反覆盤整。露茜鮑兒與她的「美國式」表現雖被視為進

步與自由，文化菁英構連象徵進步的美國與文化情感的方式是相當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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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甚至挪用來作為內部他者的改革之鏡，這個電視情境喜劇也可說是文

化冷戰時期的家園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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