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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聲音的地景》核心報告 

 

 

一、作者簡介 

R. Murray Schafer（1933–2021）是加拿大著名的作曲家、聲音生態學家與教育

家，被譽為「聲音地景」（Soundscape）理論的奠基者。他主張人類應重視日常

環境中的聲音，並透過有意識的聆聽來重建與自然、社會的關係。Schafer 在

1977年出版的《世界聲景》（The Tuning of the World）一書中首次提出「聲音

地景」的概念，強調聲音不僅是聽覺現象，更是文化、歷史與生態的載體。他

的理念強調主動聆聽、聲音創造與教育實踐的結合。 

 

二、書籍內容概述 

《聽見聲音的地景》是 Schafer 長年聲音教育實踐的結晶，內容共收錄 100則

針對不同年齡、背景、場域所設計的聲音練習，目的在於重新打開人們對

「聽」的敏感度與創造力。這些練習分為個人操作、團體互動、觀察自然、空

間聆聽、聲音模仿等類型，鼓勵讀者透過耳朵探索世界，並進一步參與聲音的

再創作。 

書中不僅有具體的操作步驟，還蘊含哲學性思考，從聽覺感官的覺察，擴展到

環境、生態、文化與教育的層次。這些練習形式多樣，例如：閉眼散步、聽辨

城市與鄉村的聲音、模仿機器聲、與他人共同創作聲音故事等。每一則練習皆

具有啟發性，鼓勵參與者以遊戲方式進入聲音世界。 

 

三、主題與核心思想分析 

1. 聲音覺知與環境關係 

Schafer 的聲音練習不僅是技術或藝術層面的鍛鍊，更是一種覺察世界的方式。

他強調「聲音地景」是一種生態體系，每個人都身處其中，日常生活的聲音既

反映了文化也影響了我們的感知模式。透過有意識的聆聽，讀者能重新建立與

環境的感官連結。 

2. 去除視覺霸權的感官重建 

在視覺主導的社會中，人們往往忽略了聽覺的力量。Schafer 在書中設計多項

「閉眼聆聽」練習，讓人們在失去視覺引導下，更清晰地體會聲音的空間性、

層次性與情感性。他指出，聆聽是一種接收與共鳴的狀態，是理解他人與世界

的方式之一。 

3. 聲音作為創造的媒介 

聲音在本書中並非靜態的被動材料，而是一種動態的創造媒介。透過聲音模

仿、聲音劇場、集體發聲等活動，參與者能將聲音視為情感與思想的表達工

具。這不僅提升了藝術表達的自由，也建立了聲音與自我之間的深層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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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識本書：從聽覺出發的教育實驗 

初次接觸《聽見聲音的地景》這本書時，我對「聲音教育」這個概念感到相當

陌生。大多數的教育都以視覺材料為主，例如文字、圖像或影片，而這本書卻

要求我們「用耳朵學習」、「用聲音創造」，不僅打破了傳統的教學模式，也喚醒

了我早已遺忘的感官敏銳度。 

本書由加拿大作曲家暨聲音生態學者 R. Murray Schafer 所撰寫，集合了他數十

年在聲音實驗與教學領域中的觀察與實踐成果，提出 100種有趣、實用又具哲

理性的聲音活動，目的在於重新喚起人們的「聆聽力」與「聲音創造力」。這些

活動不僅適用於學校教育，也能應用於日常生活，是一本富有啟發性的工具書

與心靈書籍。 

 

五、重新學會「聆聽」：不只是用耳朵 

Schafer 認為，在現代社會中，聽覺感官長期被視覺所壓制，人們對聲音的敏感

度逐漸下降。他藉由設計各種聆聽練習，像是「閉眼散步」、「一分鐘的靜默」、

「聲音地圖繪製」等，讓我們有機會暫時關閉視覺，專注於周圍聲音的變化。

這些看似簡單的活動，其實是一種對環境的深度覺察，也是一種與自身內在重

新連結的方式。 

我曾實際操作其中幾個練習。例如，在公園中閉上眼睛三分鐘，單純聆聽風

聲、鳥鳴、車聲與遠處孩童的喧鬧，意外地感受到空間的層次與動態節奏。這

樣的經驗令人感動，因為我們平時習以為常的背景聲，其實蘊藏著豐富的訊息

與情緒，只是我們缺乏去感受的習慣。 

 

六、聲音的創造：不需要成為音樂家 

本書的另一大特色是「聲音創造」。Schafer 並不要求讀者擁有音樂技巧，而是

從身體、語言、物品與環境出發，進行聲音的模仿與表達。例如，用聲音模擬

一場雷雨的過程；或是幾個人合作製作「聲音劇場」，用聲音講一個故事。這些

活動趣味十足，極具想像力，不僅啟發創造力，更鼓勵合作與即興表演。 

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全新的表達方式。過去我總以為聲音創作必須是音樂家的專

利，但書中所呈現的創作方式打破了這種觀念。原來只要有聲音，就能進行創

作；只要願意聆聽與嘗試，每個人都可以是聲音的「演奏者」。 

 

八、個人收穫與反思 

閱讀《聽見聲音的地景》，最深的體會是「原來聲音不只是我們聽見的東西，更

是一種參與世界的方式」。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日常生活中太多細節被我們視為

背景聲而忽略，然而這些聲音其實構成了我們存在的「音景」。 

當我試著進行其中一些練習（如靜默三分鐘、模仿自然聲音、在熟悉的空間閉

眼行走等），我發現自己對空間的感知、對聲音來源的敏感度都大幅提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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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不僅讓我更貼近環境，也讓我在生活中找到創造與沈思的空間。 

 

九、結語 

《聽見聲音的地景》是一部關於人與聲音、環境與感知之間關係的哲學文本。

R. Murray Schafer 的聲音世界觀，突破了傳統音樂與教育的界限，鼓勵我們重

新學會「聽」，並在聲音中重構與世界的連結。 

這本書提醒我們，在快速移動、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裡，學會慢下來聽聲音，

也就是學會用心感知生活。這是一項簡單卻深刻的練習——一種回到自我與自

然的修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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