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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长期以来，人文领域主要通过研究文本、图像等物质文化和视觉符号来构筑对文明的理解。而声音作为一类

特殊的遗产类型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由于其自身无形、易逝的属性，往往被忽视了。在过去的十年间，

声音研究已经逐步成长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而“声景”作为声音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正受到学界的关

注。因此，本文试图以“声景”作为切入点，首先回顾了声景领域的研究现状。而后聚焦于城市声景这一特

定领域，结合国内外城市声景的相关研究和数字化实践案例，对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开发情况和技术手

段作出一定的概述。同时，将“城市声景”视作宝贵的国家资产和城市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分析、归纳城市

声景数字化领域的发展难点和潜力，为用数字化的手段保护与开发城市声景提供借鉴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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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声景？

✦

“声景（soundscape）”一词最早是由加拿大作曲家、教育家、环保主义者R. Murray Schafer教授提出，

用于描述声音与空间、时间的复杂关系。在Schafer教授看来，声景是由人们所听到的东西而不是看到的物体

构成，声景可以被分为三类：基调声音（Keynote Sounds），声音标记（Soundmarks），和声音信号

（Sound Signals）。基调声音与音乐的基调类似，包括港口城市的海水声等。声音标记则类似于地标的含

义，指某一地区或社会所具有的标志性声音，而声音信号则更多像是声景的前景声，如警报声、钟声。目

前，这个词已经成为声音研究中关键性的研究术语，并被广泛运用于描述各类声音现象。

正如前文中所提到，声音研究正在蓬勃发展。一方面，远古时代的人类一直依靠口述的方式来传承文明，随

着图像和文字的发明，人类慢慢步入“书面文化”，现今，数字技术的创新突破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同时将人类带入了全新的数字时代。技术的发展使得录音成为可能，人类才得以有机会回放和聆听历史

中的原声，去亲身感知真实还原的声景，收集、记录、保护和展示声音的途径和范围也得到进一步扩宽，这

些也推动着声音研究进入了一个“有声”的新阶段。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注意力从视觉认识论转向听觉认识论和多感官认识论，试图去拓宽听觉文化的

学术边界；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型产品，如电话、收音机、火车等设备的嗡嗡声和机械轰鸣声推动着城市

声景发生了极速变化，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都市生活中噪音和寂静的讨论，例如英国提出的以管理噪音为目

标的“更健全的城市”计划；感官探索和多媒体叙事的兴起以及人们对重建历史声景的渴望，都可以被视作

对声景研究兴趣激增的原因。

此外，声音并非转瞬即逝，声音拥有一股无边且复杂的能量，能够触发记忆和归属感，唤起人们的怀旧情绪

和想象，以其多元的形式持续塑造着我们居住和生活的环境。声音在信息传达和交流体验中的美学价值正在

被发掘和重视，相比于书面文本和图像的发展，声音的美学品质还并未得到全面的洞察。这些都表明了声音

在人类世界中的作用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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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声景的数字化保护和开发实践案例



✦

对于城市声景的数字化保护案例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声音景观”（简称 WSP）

（https://www.sfu.ca/~truax/wsp.html）项目，由R. Murray Schafer教授所领导的团队对加拿大和欧洲五

个国家的乡村进行了声景分析，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映日益恶化的声音环境，唤起人们对声音生态环境

的重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团队用磁带录制了相关采访和村庄声景。2009年，团队发布了在线访问的

声景库，包含当初创建这些声景作品的音轨、材料和参数，以及数字合成和信号处理技术的文档。这项研究

的影响对于声学学科的发展无疑是巨大的，许多类似的项目在该项目的启示下应运而生。

声音遗产瞬息万变，而声音又是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语境下，保护城市的声音文化和

声景具有一定的紧迫性。2016年，Yelmi博士发起了“伊斯坦布尔之声”项目，首先运用在线调查和采访来

调研能在一定程度代表伊斯坦布尔的声音标记，而后根据相关特性确定声音标记的时空特性，并使用环绕声

麦克风和多声道录音机收集了这些声音。结合她在实地探访过程中收集到的视觉内容，借鉴WSP的框架和信

息分析方法，开发了一个具体的元数据模型。该模型包括标题、描述、时间、坐标、声音类型、频率等信

息，可以通过在线数据库访问

（https://librarydigitalcollections.ku.edu.tr/en/collection/soundscape-of-istanbul/）。之后，在该项

目的基础上，“Soundslike”项目应运而生（https://soundsslike.com/），该项目提供了一个交互式平

台，公众们可以上传自己录制的声景，通过把保护声音变成一项集体任务的方式来提升项目的影响力。该项

目也得到了“欧洲声音”项目（Europeana Sound）的支持（http://www.eusounds.eu/）。

“声音城市”（Soundcities，

https://www.soundcities.com/index.php）也是一个有趣的城市声景艺术项目，由艺术家Stanza于1995年

发起。这个项目包含嵌入式全景图和街景，与谷歌地图相联，会显示具体声景的经纬度和它的创作者信息，

这些构成了这个包含全球各地数千种城市声景的在线开源数据库。在艺术家看来，每一座城市都有着独属于

自身记忆的声音，当人们走出家门漫步在城市中，就成了城市声景的指挥家，人们可以采集并上传这些声音

到“声音城市”数据库。这个交互式平台还支持观众重新混合数千个采样录音，当这些城市声景汇聚到一起

时，“声音城市”就成为保存城市记忆、希望与爱的声音景观社区。

在国内，也有许多致力于收集城市声景的项目，例如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北京声音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由

秦思源发起，他希望通过收集那些原生态、真实生活的的声音来保存北京城中形态丰富的声音遗产，例如老

北京叫卖声、鸽哨声、银行的“银铃声”、戗菜刀的“震惊闺”等等这些因为现代生活的普及都已经消逝在

城市中的声音。类似的项目还包括致力于分析北京记忆的《声忆京城》项目，以及收藏川剧声、成都方言、

茶馆吆喝声等成都记忆的“成都声音博物馆”项目。可惜的是，这些项目目前只保存在博物馆或档案馆中，

并没有大面积的数字化，无法让公众更多地参与进去，而声音遗产的魅力也因此无法被有效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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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互动和协同设计

✦



在创建“伊斯坦布尔之声”数字声景库的过程中，Yelmi博士以 Schafer教授及其团队设计的WSP 磁带库和

分类法为基础，根据声景的物理属性、心理感知模式、功能语义、情感或美学品质去综合评判声学的价值，

以完成更细致且有效的数据库。

部分研究从建筑遗产的激光云扫描中获得启示，运用启动枪捕捉自然环境中的脉冲响应来采集声景，集合室

内声景的声学轮廓等属性进行建模，计算出声景的音响效果并完成声景渲染。这项研究希望建造真实的、身

临其境的声景体验，为未来文化场所中的声景体验提供借鉴。一些研究者则从心理声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更

科学的声学模拟框架来促成更逼真的声景和多感官互动体验，如颗粒合成技术、Sonosphere视听体验技术、

音频增强现实(AAR)技术等。还有学者将目光投向城市过去的声景，并思考如何在现代文化体验中融入这些消

失的城市记忆，他们利用虚拟声景技术（Virtual SoundscapesTM Technology (VST)）来模拟城市声景，与

传统声音档案中可用的录音相比，该工具可以再现声景的变化。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伊斯坦布尔之声”项目和“声音城市”项目，都在后续开放了数据库，并鼓励公众自主

参与、上传和编辑数据库，这种参与式设计和协同设计（co-design）的做法也是此类项目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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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声景保护的痛点和发展潜力

✦

现今，许多研究都从多个方面肯定了城市声景的价值和潜力，有学者从民俗角度去探讨听觉民俗传统和社区

的建立，类似的研究还保存了美国史密森尼民俗录音，澳大利亚的复活节岛数字录音项目，从声音的角度去

探讨地区的定义、传统、文明传承、集体认同感等问题。一些研究以声音生态学为线索发出质询，环境的变

化会导致人类未来会失去哪些声音？环境对于物质遗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那声音呢？Yelmi博士就曾表示

声音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声音的存档无疑是不小的挑战。如何评判声景的保护优先级，剔除不太重要的城市

声音记录，创建更有价值的档案，以及建立相应的数字档案，都需要系统的标记和分类模式。

综上，关于城市声景的收集、收录标准、管理模式、存档与数据库建立，在国内外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

一定的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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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

本文讨论了声景领域的研究趋势，从侧面反映出这一领域的研究潜力和价值。从目前已有的一些城市

声景实践中可以看出，如何建立一种共享的在线数据库，以声景为线索去促进个人、集体之间跨越文

化、时间和空间去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是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遗憾的是，本文并未对声景中的一些

较为重要的概念展开深入研讨，如社区声标，以及声景对于残疾群体和促进社会无障碍建设的价值

等。



声音具有穿透时间的力量，能将人们带回到发出声音的那个时刻和地点，去追忆那个时空坐标系下的

事件和感受。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声明，文化声音属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而城市声景作为一种被公众共享的文化遗产，一种蕴含着城市特性和身份象征的文化元

素，也需要被保护。此外，声音遗产的无形性和脆弱性，声景自身的跨学科属性和声音保存记录的难

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该领域的研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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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新青年”是数字人文研究公众号面向所有高校在校学生开放的新栏目，发表与数字人文相关的理

论探讨、项目设计、会议述评、读书心得、访谈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的学生习作。文章或其他形

式的作品皆可，篇幅不限。投稿请发送至rucdh@ruc.edu.cn，邮件名格式：DH新青年+内容标题。

欢迎广大心怀好奇、勇于探索的数字人文新青年在此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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