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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研究與書寫 
  
以聲⾳作為媒材的當代藝術創作⾃1970年代開始逐漸被重視，是為⼆⼗世紀後
各種與聲⾳相關創作激盪下的綜合產物，⽽如今則成為當代藝術創作中⼀個不
可忽視，甚至於在國際間的藝術教育學院、或是美術館策展機構中被獨⽴出來
的專業領域。在這個脈絡下出發，我依據定出來的⼤分類主題，以標籤(＃)的
⽅式進⾏更14個更細緻的⼩主題、以理論式短⽂撰寫。這些標籤式的短⽂，是
我在這段期間所閱讀消化，⼤多是按照時間發展脈絡下的讀書筆記。內容整理
不論是在⾳樂或是聲⾳藝術的領域裡，都是常⾒的形式、媒材或關切的主題。
部分的標籤也可以呼應到本次特定藝術家的創作⽅向，在計畫網站上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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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我進⾏了以創作者為核⼼的書寫⽂章，其中包含了計畫策展論述的
撰寫、藝術家事件譜的整理與翻譯、參與藝術家的訪談、當代廣播藝術的統
整，以及⼀篇藝術家Jason Kahn的書寫⼯作坊側寫。聲⾳藝術家Jason Kahn帶
領的聲⾳書寫⼯作坊由聽說⼯作室所舉辦的⼯作坊，他由⾃身創作出發，以散
⽂、⽇記式的⽅式來書寫聲⾳，展開這次計畫對於聲⾳書寫各種可能性的想
像。詳細的⽂章架構圖如圖，⽽詳盡的書寫內容請參照附件。  

瑞⼠藝術家Jason Kahn於台南聽說⼯作室舉辦《在於聽》書寫⼯作坊 

（⼆）創作者多向交流 
  
!" 創作者交流討論 

計畫的前期我與談了八位聲⾳藝術家，最後則有五位藝術家參與本計畫。在為
期三個⽉的討論中，我與五位藝術家共同進⾏了三場的線上Zoom Meeting。第
⼀場的交流中，與五位藝術家們介紹彼此以及各⾃過往的聲⾳創作計畫，進⽽
討論了如何進⾏這次的交流，最後決定以彼此交換聲⾳素材的⽅式來進⾏。在
第⼆場線上會議中，藝術家們各⾃提出了⾃⼰所需要的聲⾳素材，並且給出事
件譜（指令），接著便進⾏為期⼀個⽉的素材搜集。在第三場的交流中，藝術
家們分享搜集城市錄⾳時的經歷與發現，並且提出⾃⼰設計事件譜的初步發
想，以及下⼀步⾃⼰會如何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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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間與藝術家們進⾏線上討論(7/24、8/22、9/27) 
  
#" 階段性作品發展 

在階段性的作品發展中，我與五位藝術家們分別使⽤各⾃的素材與事件譜，藝
術家們分別使⽤了⾃⼰所擅長的媒材，例如實驗作曲、地下廣播、頻譜、錄像
動畫與圖像繪畫等⽅式進⾏創作。最終的每⼀件作品都包含了五座城市與地區
所搜集來的聲⾳資料。 

$" 在⾹港藝術家宋夏然的作品〈你收到了⼀張30秒的明信⽚，請查收〉
中，他請我們各⾃在居住的城市進⾏了30秒的⽥野錄⾳，並在討論中分
享蒐集的經過。在呈現中他將這些錄⾳轉換成頻譜圖，並且疊加起來，
形成視覺上的樂曲 

%" 〈我們在盒⼦裡發出聲⾳〉是由台灣琵琶⾳樂家林⾬儂的創作。作品以
聲⾳為主體，將⾹港、台灣、澳洲、⽇本⽂化的語助詞以及擬聲詞譜成
⼀⾸樂曲。 

〈你收到了⼀張30秒的明信⽚，請查收〉，宋夏然（左） 
〈我們在盒⼦裡發出聲⾳〉，林⾬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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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聲⾳科技為主要創作⼿法的藝術家紀柏豪在這個計畫裡則進⾏了〈廣
播聲景探索〉。分居於不同城市的創作者轉錄了該城市的調頻廣播。藝
術家在階段性呈現中架設了⼀個地下廣播電台，播放這些拼貼串連起來
的廣播節⽬。 

'" 澳洲藝術家塞繆爾．畢爾比長期以環境噪⾳作為創作的靈感來源。這次
他邀請參與者錄製城市噪⾳、以及太陽光線，創造出了動態、視覺化的
低頻率城市噪⾳。 

〈廣播聲景探索〉，紀柏豪（左） 
〈'Hz —— 太陽與汽⾞的交響曲〉，塞繆爾．畢爾比（右） 

(" 居住在⽇本東京的鈴⽊英倫⼦以事件譜為創作的出發點，我們分別錄製
了⽔缸盛⽔與放⽔的過程，然後折製⼩的紙船放在旁邊。以作為對於⽇
本的民間傳說「虛⾈事件」的呼應。 

〈虛⾈事件——科⾥奥利，2023 秋天〉，鈴⽊英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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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件由藝術家主導的作品中容納了參與者所提供的素材，是⼗分具有參與性的
合作經驗。在本前期計畫結束後，也希冀能與這五位藝術家繼續討論後續的發
展，並且規劃作品更完整的呈現。例如，納入觀眾所提供的素材、或是更多城
市的⽥野錄⾳、或是將現階段以聲⾳為主的媒材作品，製作成考量到視覺材質
的聲⾳裝置等等。 
  
（三）階段性策劃過程 

在為期近⼀個⽉的展覽中，五位藝術家們展出了他們參與這次研究計畫的⽂獻
資料，並與邀請學者謝杰廷分享此計畫。謝杰廷曾與多位創作者合作，以《譯
譜者》為題於2019年參與C-lab創研計劃。計畫當時以⽂化媒介研究的角度出
發，搜集了許多歸納與推論世界運⾏規則的「譜」，例如卦象、星座、舞譜、
樂譜等，並邀請創作者製作⼀個於⾃身熟雞的劑譜符號之外的⼀個符號，最後
製作⼀個囊括所有符號的「總譜」。所有⼯作坊的參與者都能夠針對這個設置
於場地中的總譜進⾏演奏。杰廷分享現階段《我們把他都裝在⼀個盒⼦裡》計
畫看起來是具有參與性的事件譜為主，或許也可以思考從策展的角度展出⼀個
「總譜」。 

 《我們把他都裝在⼀個盒⼦裡》階段性呈現＠聲化感官實驗室／南港⾳樂流⾏中⼼ 

（四）線上平台歸檔 
  
藉這次的階段性計畫，我架設了Medium網站作為⽂字紀錄的部落格，另外也架
設了計畫網站初版，可以在下⼀次的實體展覽作為⾏銷推廣使⽤。除此之外，
合作的融聲⼯作室與媒體SOL也協助發布了計畫訊息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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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計畫Medium上線 階段性計畫網站上線

融聲創意⼯作室社群媒體 聲活圈線上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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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dium.com/%E6%88%91%E5%80%91%E6%8A%8A%E5%AE%83%E9%83%BD%E8%A3%9D%E5%9C%A8%E4%B8%80%E5%80%8B%E7%9B%92%E5%AD%90%E8%A3%A1
https://soundboxes.net/en


（五）未來計畫發展 

1.    與位於新北市的⽔⾕藝術洽談正式展覽 

本計畫在執⾏期間獲選了⽔⾕藝術2024年策展徵件，空間將提供獲選者
空間器材與⾏政等部分展覽資源。因此我也預計將持續本計畫的研
究，與藝術家保持聯繫，在2024年年中進⾏前期研究後的最終呈現。 

2.    聲⾳素材的搜集 

本計畫在階段的製作期間蒐集了參與藝術家所提供的聲⾳素材⽤作創
作材料。接下來也會和藝術家個別進⾏討論作品發展的⽅向，並且持
續蒐集聲⾳素材。例如作品〈我們在盒⼦裡發出聲⾳〉我們預計蒐集
更多不同⽂化語⾔的擬聲詞與狀聲詞、⽽作品〈廣播聲景探索〉我們
預計蒐集更多地點所能蒐集到的電台頻道錄⾳。藉由有機更多聲⾳的
資料庫，來⽀撐最後的呈現。 

3.    網站編輯與⾏銷推廣 

本計畫在這個階段製作了計畫網站，並將創作作品與部分⽂字內容上
傳。在接下來的階段，計畫能持續補充、更新、增加網站上的內容與
功能。另外也計畫能夠在與藝術家創作完整的作品同時，在正式展覽
期間進⾏社群媒體上的持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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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字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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