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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尋得，台北捷運路線圖第十二版修正三版 (ver.12.3)1，如上圖。先不論其都市改造的落實
性、工程進度中間接產生的紛擾，當我正著手準備 playaround09 – 科技遊民音景工作坊的資料時，這
張還屬於未來的藍圖，帶給我極大的衝擊。一部巨型的互動音景交響曲，演奏者與聽眾群約六百萬至
九百萬多人不等2，曲目的長度未知，未畢，而我們正處於最值得細細品味的片段當中。

捷運工程的準備與執行，極端的同步構成與解構區域的變動，生活路線的變動。聽覺文化在環境的變
動中造成的反差，那些已經消失的聲音、替換的聲音、轉換的聲音、延長的反饋、演繹者的動作與動
線所產生的聲音、實體建築物的拆建，生活與聚落的改變或形成，譜出與空間應對的音程。工作坊進
行的同時，參與者來自四面八方，我請各小組就上面這張地圖點選定一個錄音地點、或是一段路程。
第一天，音景的初步調查，決定行動路向，按下錄音鍵。第二天，再次透過錄音機聆聽自然與人為的
共存音景，擬出主題。同學們帶著錄音種子回來的下午，我們即興地、多軌地串起這些片斷。第三天
各組的主題漸漸地浮上來；河堤旁空曠的風阻聲與小石擊物的動作聲，帶進台北車站內火車捷運的人
造機械系統，爾後，華西街小巷內的老鴇多操著本籍口音，暗暗私語的是外籍年輕小姐的笑罵，旁人
翻動盜版DVD的塑膠殼與卡拉 OK，無音律的電子效果經過迴路改造再製，轉成大空永恆的環境音 
(ambience)，切著記憶的片斷，以聲音去看世界，以發聲點為攝像的角度，更透過電子波型圖示音景
自載的起承轉合。

1 台北捷運路線圖第十二版修正三版 (ver.12.3) 設計與繪圖 工藤 浩人 (KUDO HIROTO)，故第十二版已不再更新，最新路線規劃與更新至 2010 年 2 月
截稿時的版本為第十三版修正四十四版 (ver.13.44)，正確路線之修正請參考創作者的網誌 http://wutonyuugi.pixnet.net/ 。

2 今日所稱的台北，有時泛指包括台北市、台北縣甚至是基隆市在內的大台北地區，總人口達 676萬人，若再加上鄰近的
桃園縣則可達 867萬人。http://zh.wikipedia.org/zh-tw/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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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記憶存在我們腦海的深處，從小建立起來的龐大資料庫、模糊的片斷都可能透過一個引子
被喚醒，隨之而來的熟悉感，也許是讓人懷念的內在感官，也許是經過時間安撫過的負面情緒。一位
經歷過戰火的老太太，每每聽到新年熱鬧的煙火沖天，便無自覺的抿著嘴，緊握著拳，不發一語。街
上、電視裡傳來地喧囂與歡樂地人聲，傳到老太太的耳裡，每每應對著五十年前，那段轟炸的日子。
長期記憶與感官之間，保留著複雜的通感 (synesthesia)，非絕對但真實的關係。通感研究絕對音感與
其應對顏色的實驗發現，結果多因人而異且並無一套標準應對準則，但能夠確定在音感與顏色之間的
直接關係中，有更多間接關係的美學值得探討與了解。感官與記憶因時間的影響，改變互換互通的認
知方法，通感 (synesthesia) 一直是普遍地存在，多被人們選擇性的遺忘了，而短期記憶的電光火石還
沒來得及沈澱，大多無法與感官資料庫產生連結。2009 年的人們飛快的，並也習慣性的從咖啡廳，餐
桌前，路上，床上，手機，小筆電，透過微型部落格或朋友圈 2.0 丟出ㄧ句話，幾天，也或許幾星期之
後，那句似乎有意義，該好好記下來的一句話，卻怎麼也回想不起自己當時是怎麼說的，回頭馬上往
虛擬帳戶中翻箱倒櫃，找到了 - 7:26 PM Sep 28th from web “原來酵母被我燙死了” -  只推了這句，沒
推麵包發不起來的事實，沒得到任何回響和嘰啾語 (twitty)，但我現在記住了這句本應該消失的話，不
會再用滾燙的水將酵母泡開，做出進了烤箱後變成樹根的“麵包”。全開的開水對我而言，應對著是電水
壺煮開時的聲音，那咕嚕咕嚕的聲響，短暫而易受干擾的聲響記憶，聽了一會兒，下意識地隨手就切
掉電源，水開了，聽到了，就該關掉，也提醒了我，小湯匙在右手邊的抽屜裡；那一剎那，我總共理
解了四件事，一瞬間，完成了記憶與行動無暇的三個連續排程。下次若是從錄音機裡聽到水開時咕嚕
咕嚕的聲響，我是否會無意識的自動完成三個順序排程？哪來的平衡機制告訴我錄音與實況音景該做
出不同的連貫反應？媒體文化努力推行的互動藝術，再再強調表層的淺關係，而圍繞在字旁的空間，
我們何時才能體會其聲響與空間的音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