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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音景项目介绍

2020年11月，寒山美术馆在馆长布达的策划之

下，与策展人欧宁一起策划了年末的“地方音景：苏

州的声音地理”项目。以苏州这个特定区域，展开对

声音与景观、声境的探讨与挖掘。这次活动以“共学

实验”的方式，前期的工作坊环节由开展讲座、参与

者和观察员进行田野调查、提案并探讨等过程组成。

后期将会由参与者制作作品并展览。

工作坊目标：筛选出16位工作坊参与者、20余

位观察员在实习策展人和发起人的组织下经过集体协

作、研讨、田野调查以及提案落地等环节，最终为公

众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音景展览。

场地：寒山美术馆内进行，田野调查则是在苏州

大市范围进行。

物资材料：活动参与者可能涉及录音设备、拍摄

设备的租借或购买。

资源支持：主持人将分享案例和一些实践过程中

需要了解工具和方法论，特邀艺术家会分享他们的创

作经验，也会在录音技术上为参与者提供必要支持和

帮助。

项目偏重：策划的研讨、调研以及提案落地。

工作坊成果目标：参与者形成自己提案——在富

有感性情感的研究讨论下，除了声音与风景的呈现，

还必须从人、空间、活动的各个面分析，了解声音在

该地点的意象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历史故事。

二、“去教育”在本文中的解释

工作坊中的去教育性是指本次工作坊脱离艺术博

物馆公共教育背景下以传授、学习和动手做的传统教

育与被教育工作坊模式。但本质上涉及知识传授就会

涉及教育，比如本次工作坊中的论坛讲座。所以，工

作坊活动中的“去教育”只是相对教育而言，并不是

完全没有教育的成分。

当前博物馆环境中的“教育”工作坊往往是以

“动手做”的学习方式和一方传达、一方被动接受的

教育形式进行。而本次寒山美术馆的地方音景项目则

是一场“共学实验”，以平等、主动参与为特色，教

育与被教育的角色被“淡化”，以对话沟通、共同思

考、调查分析、推动方案执行的“去教育性”为亮点

来达成工作坊最终的目标。

三、去教育背景下的工作坊如何实施

工作坊的活动安排是以围绕最终的声音展览来进

行，工作坊阶段最终需要上呈对于苏州这一地方音景

的创作提案。工作坊的策划和展开无不考验着工作坊

模式的有效性。极大地调动参与者的主观积极性但同

时对于结果也充满最大的未知。对于本次展览的发起

人和策展人来说，失去了对最终效果的完全把控，但

成就的是整个工作坊活动组织的活力和由此带来的无

限想象力。

虽然不能完全把控最终展览效果，但对工作坊的

模式和实施过程进行调整和监控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

艺术博物馆环境中“去教育”的工作坊模式探究
    ——以苏州寒山美术馆“地方音景”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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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工作坊这种模式来展开艺术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在国外的艺术博物馆司空见惯，但在近十年来博物

馆事业才茁壮发展的中国，工作坊的工作模式还较为少见。本次的苏州声音地理项目由馆长布达发起，笔者以

观察员的身份调研此次工作坊的全部过程。馆长布达先生说希望本次工作坊活动成为一个“去中心化”的共学

实验。那么当人人都是艺术家、当去掉教育与被教育的框架、当参与者们全部成为中心，自我特质被完全激发

并全情投入到这样的一场“实验”之后，会为之后形成的展览作品带来什么？结果不得而知。但这一场实验的

意义是重大的，让我们期待“去教育”的工作坊模式最终能够成为城市新思想、新文化形成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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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益后续展览作品的生成和创作。

我们将整个工作坊过程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来讨论。

工作坊前期一旦确定好项目定位与参与方式，最

重要的便是针对工作坊过程中如何展开活动、如何协

调团队、参与者之间是否以小组形式联动与合作，帮

助工作坊参与者们拓展合作资源等问题提前预设策划

思路。

工作坊过程中，整个工作坊期间的活动监控不能

松懈，给参与者提供各种资源支持考验着这次工作坊

模式的顺利实施。

工作坊结束后，对于最终作品形成的灵感来源

分析、工作坊整体活动安排的优缺点需要做出一个基

本评价，为此类工作坊模式的活动提供经验。在工作

坊之后的作品制作环节，参与者的灵感来源、遇到的

障碍、对艺术现象的分析和鉴赏、取舍作品以及如何

找到表达自我的合适途径都会在工作坊模式下受到影

响，成为工作坊模式可供评估的一部分。在本次案例

中，由于工作坊的最终作品在2021年1月初才能呈现给

观众，故而暂不做讨论。在本文中，我们把重点放在

工作坊开始前和过程中。

（一）工作坊开始前——以策展思维来策划工作

坊

以策展思维来策划工作坊，即是在工作坊开始

前即做好策划，使得最终可以顺利推动工作坊参与者

的工作、伸张本次活动的理念。如果是一位活动主办

者，则必须要在前期的挑选参与者与观察员时就付诸

努力。如去思考工作坊参与者处在哪个阶段？在哪个

年龄段？参与者的特点和层次，他会思考的问题？他

感兴趣的事儿是什么？主办者需要带着解释、引导、

教育、组织于一体的“策展思维”对信息进行感知、

收集、分类、综合和展示。

（二）工作坊过程中——鼓励工作者发掘自己的

特质和潜能融入作品

参与者本身的职业特质或者兴趣点都会成为提

案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当提供了工作坊这个平台，

即使是陌生的参与者在置于工作坊这种情境之下也极

易在私下进行“化学反应”。而“化学反应”也会成

为提案的一部分，而提案有时就是最终展览作品的雏

形。

举例1（以工作坊参与者的提案为例）：

提案人：林意欣（策展人、文化项目合伙人）

提案内容简要：参与者林意欣根据工作坊另一参

与者张大静介绍的日本朋友，“混”进苏州的日本工

业村、日本人的酒局。此次事件给与参与者灵感，以

在苏州的外国人这一视角，预备用影像、声音、流水

线工人的机械化工作等涉及工具的几十个物件来表现

苏州的在地声音。

举例2（以工作坊参与者的提案为例）：

提案名称：景声  

提案人：陈然 （剧场导演）

提案内容简要：和评话艺术家陈景声老爷子对

话。提出的提案名称一语双关，既是指这个人，也指

苏州的代表声音。提案者希望在长期的排练中与陈景

声老先生建立起信任，作品呈现方式不一定是提出者

擅长的视频表达，更有可能是以话筒为提炼元素，或

者衍生出一件行为艺术作品。 

上述两位参与者都在自己的职业特质和兴趣点之

间选择了自己所倾向的声音代表。而参与者之间的互

动也为他们的灵感的形成贡献了重要力量。

（三）工作坊过程中——为工作坊参与者兜底，

提供帮助者角色和其他各类资源

本次工作坊的参与者来源多种多样，有剧场导

演、音乐学专业、人类学在读硕博士、艺术家、声音

相关技术工作者等等。介于有一定数量的参与者并非

是完全的艺术家，必须要考虑参与者在提案和设计作

品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本次工作坊也需要调集资源

为参与者提供帮助、建立掌控感。比如，安排的声

音相关的知识延伸、技术支持等讲座为参与者提供

知识资源。此外设置帮助者角色则是提供“人员支

持”——在参与者束手无策时，启发和帮助他实现想

法。

举例（以工作坊参与者的提案为例）：

提案名称：想象中的声音（八个想法的总和） 

提案人：丁敏[AAD国际艺术教育（巴黎/上海）项

目负责人]

丁敏提出的八种想法概略：

（1）基于“什么是复制，什么是挪用”的概念上

的一个钟的装置，钟在晚上发声。

（2）去掉功能的电话亭作为一个装置。

（3）以“此时无声胜有声” 为灵感， 钟声砰的

工作坊活动思维（图片来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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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给人带来的听感。

（4）以苏州电台广播FM102.8为灵感，将几个FM

的数字搬到美术馆来。

（5）以苏州的姑打鼓巷为灵感，可将那个姑打鼓

巷的地方标牌拆掉，移入美术馆的展览现场。

（6）拆迁数字，一列墙上，每拆一个，就挂一个。

（7）在一个空房间，设置一个交互点，隐隐可以

听到声音，但当走进那个房间，有一种走得越近却反

而越听不清的感觉。

（8）在展览地门口设置一个行为艺术点——掏耳

朵，把耳朵掏掏干净再进去这个展。

提案者丁敏是AAD国际艺术教育（巴黎/上海）的

项目负责人，艺术思维的广阔和本身职业特性，使得

他可以胜任“帮助者”角色。为本次工作坊参与者提

供帮助、延展参与者想法、助推工作坊活动的进行。

在这样的一场非艺术人员较多的工作坊中，为保证最

终展览作品的效果，参与者中的帮助者角色设置显得

尤为重要。

目前，苏州寒山美术馆举办的“地方音景”项

目工作坊阶段已完成，之后将是作品的制作和呈现阶

段。相信，最终展览的评价也同时是本次工作坊 “共

学实验”模式的试金石。

以工作坊这种模式来展开艺术博物馆的活动，相

信在日后的艺术博物馆中会越来越常见。本次的集思

广益、突出参与者参与性和个人潜质的工作坊模式将

作为一次实践共学的经验，为日后的艺术博物馆活动

展开和公共教育中的工作坊活动提供一些经验。我们

期待工作坊模式的试验完全成熟，可以补传统的“教

与学”模式之不足，给艺术博物馆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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