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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特里 弗 ？平 齐教授是社会学 家、
ＳＴＳ 重要学者、 声 音研究学科创 始

人。 本文基于对平齐本人的数次访谈，
首先对平齐的学术历程做了 总结性叙

述。 他的工作历程是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到技术的社会建构 ， 再到创 建声 音研

究 ， 因 此梳理这段历 史脉络展现了 ＳＴＳ 学科的后期发展及其走向声音研究的过

程。 在作为文章主体部分的对平 齐的采访内容
，
展示 了 他就声音研究被讨论和

质疑的问题所进行的回应和解释，
阐述了从 ＳＴＳ视角研究声音的发生过程， 声

音研究与 ＳＴＳ 的 紧密关联， 声 音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问 题。 这部分内容涉及

ＳＴＳ 领域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前沿成果 ，
这对关注声音研究之外的 ＳＴＳ 学

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平 齐所言 ， 声 音研究业 已 兴起
， 并在不 断壮 大 ，

ＳＴＳ 的 触角 在不 断伸展，
ＳＴＳ 理论的应 用 可 以延展到 声音的各个部分 ， 在发现

新问题、解释新现象的同 时，
给 ＳＴＳ 自 身 带来全新的维度和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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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言 ：

“

从 ＳＴＳ 到声音研究
”

声音 研 宄 （ Ｓ ｏ ｕｎｄ Ｓｔｕｄｉ ｅ ｓ ） 是 国 际 学界新 兴 的 跨学科领 域 ， 由 著名

ＳＴＳ （ 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 学者 、 社会学家 、 康奈尔大学科学与技

术研 宄系 的 戈德温
？

史 密斯教授 （ Ｇｏ ｌｄｗｉｎ Ｓｍ ｉｔｈ Ｐｒ ｏｆｅｓｓｏ ｒ） 特里弗 ？平齐

（ Ｔｒｅｖｏｒ Ｐｉｎｃｈ） 组织并创建 。 在声音研宄的 出现 、 成长 的过程 中 ，
ＳＴＳ 扮演

了 至关重要 的角 色 。 这
一

领域 是由 ＳＴＳ 学者组织 、 创立 、 发展和推动 的 ，

ＳＴＳ 学者在给该领域建制化 的 过程中 ， 就学科定义、 研宄 内 容 、 方法和理

论等核心 问题 予以界 定和 阐释 ， 在这其 中 ， ＳＴＳ 自 身 的理论、 方法和关注

点成为 了声音研究 的基石 。

平奇教授是
“

科学知识社会学
”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ｃ 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 ＳＫ）

爱丁堡学派 的主要成员 ，
与 哈里 ？柯林斯 （ Ｈａｒｒ

ｙ
Ｃｏ ｌｌｉｎｓ） 合作 了 著名 的

“

勾

勒姆
”

系 列 著作 。 而后他拓 展了 ＳＳＫ
， 创建 了

“

技术 的社会建 构
＂

（ ｓ ｏｃ 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 ＣＯＴ）等

一

系列技术的社会研 宄理论 。 ２０ 世纪

末 ， 平齐转 向 了
一

个新 的领域 ， 创 建并发展了 声音研宄 （ Ｓ ｏｕ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 。

２０ １ ８ 年 ， 他 因
“

在职业生涯中对科学与技术研宄领域 的突 出贡献
”

而获得

国际科学社会研宄协会（ Ｓｏｃ 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 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 ｓ ｏ ｆ Ｓ ｃｉｅｎｃｅ ， ４ Ｓ ） 授予 的贝

纳尔奖 （ Ｊ．Ｄ ． Ｂｅｍａｌ Ｐｒｉｚｅ ） 。

据平齐描述，
１ ９９ ０ 年前 后美 国还没有任何 ＳＳＫ 学者 ， 美 国 很多 高校

从欧洲邀请 ＳＳＫ 学者加盟 ， 包括斯蒂芬 ？夏平 （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ｈａｐｉｎ）
， 布鲁诺 ？拉

图尔 （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 ）
， 安 迪

？

皮克林 （ Ａｎｄｙ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 等学者都是在这段 时 间

前往美 国任教 。 平齐 则是受席拉
？

贾撒诺夫 （ Ｓｈｅｉ ｌａ Ｊａｓａｎｏｆｆ） 的 邀请 ， 去康

奈尔大学共建 ＳＴＳ 系 。 在他 的
一

位导师迈克尔 ？马 尔凯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ｕｌｋａｙ）

的鼓动下 ， 平齐接受 了邀请 。

康奈尔驻 地伊萨卡是 闻名 美 国 的音乐之城 。 不仅康奈尔大学拥有享

誉世界 的音乐系 ， 同城 的伊萨卡学 院（ Ｉ ｔｈａｃ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 也拥有 同等声誉 的音

乐系 。 这 座小城 蕴含着 数量庞 大 的 音乐人 团 体 ， 几 乎每 天都有音 乐活

动 。 这个城市 的音乐性唤醒 了 平齐的 另
一

重身份 ： 音 乐人 。 １ ９７０ 年代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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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帝 国理工 的
一

位物理学本科生时 ， 便亲手制作 了 他的乐器： 电子合

成器 。 他参与 到多 个乐队 ， 活跃在伦 敦和曼彻斯特 的演 出场所 。 在伊萨

卡 ， 平齐重新拿起 了 电子合 成器 ， 与艺术家詹姆斯 ？斯皮茨纳格尔 （ Ｊａｍｅ ｓ

Ｓｐ ｉｔｚｎａｇ ｅｌ ） 组建了
“
电子勾勒姆

”

乐 队 。 最终 ， 他将 爱好转变为事业的主

攻方向 。

在平齐看来 ， 到 ９０ 年代后期 ， ＳＳＫ 理论 己全部完成 。 对于科学和技术

的社会研宄需要新 的 突破 口 ， 而声音 ， 对他而言 ， 则 是极好 的切入点 。 作

为 电子 合成器 的 热 爱者 ， 平齐 自 然 而然 地将这
一

技术制 品 作为 研宄对

象 。 恰好 合成器之父
”

罗伯特
？

慕格 （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ｏｇ ） 发明 、 制造和生产慕

格合成器的地 点就在伊萨卡北部的杜鲁 门 斯堡（ Ｔｒｕｍａｎｓｂ ｅｒｇ ）
， 而 当时还

并没有任何相关研 宄 。 于是 ， 平齐开 启 了长期 的慕格研 宄， 并于 ２００２ 年

出 版了 《模拟时代 ： 慕格合成器的发 明和影响Ｋ Ａｎａｌｏｇ Ｄａｙ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ｇ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ｒ）
［
１

］

， 这是声音研宄的奠基之作 。

在 ＳＴＳ 中 ， 技术 的社会研 宄是重要 的方 向之
一

， 而这也是 ＳＴＳ 与声音

的主要交叉 点 。 平 齐将他提 出 的 ＳＣＯＴ 理论应 用 到对声音 的研宄上 ， 对

声音技 术进行社会学分析 ， 给 以 往 研宄声音 的 各领域——包括音乐学 、

艺术学 、 美学 、 文化研宄、 传播学等——提供了 全新 的视角 。 同 时， 平齐将

他提出 的技术与技术使用者 的互构理论
［
２

］ 应用 到对乐器使用者和声音技

术使用者的 研究上 ， 开辟 了 乐器研 究和声音技术研 究 的全新方向 。

一

方

面，
ＳＴＳ 对于声音的 关注 ， 拓展 、 丰富 了 ＳＴＳ 的 领域和维度 ；

另 一方面 ， 平

齐用 ＳＴＳ 理论打开了 声音研宄 中的技术黑箱 ， 揭示了 声音 的社会物质性 ，

并强调 了 乐器及声音技术使用者的重要性 。

［
３

］

在平齐 的带领和呼吁下 ， 很多 ＳＴＳ 学者开始关注声音 ， 这
一

研 宄领域

迅速 发展 。 ２ ０ ０２ 年 ， 平 齐联 合 ＳＴ Ｓ 学 者 卡 琳 ？ 拜 斯 特菲 尔德 （ Ｋ ａｒｉ ｎ

Ｂｉ
ｊ
ｓｔｅｒｖｅ ｌ） 教授 ， 召 集各学科领域 的研宄声音 的学者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

大 学 召 开 了 声 音 研宄 首 次 国 际会 议 ：

“

声 音 很 重要 ： 音 乐 的 新 技 术
”

（ Ｓｏｕｎｄ Ｍａｔｔｅｒｓ ：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Ｍｕｓｉｃ ） 。 ２００４ 年 ， 平齐在 《科学的社会研

宄 》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 ｓ ｏｆ Ｓ ｃｉｅｎｃｅ） 期刊上主编 了
“

声音研宄
”

特辑 ， 呈现 了 该领

域的 前沿研 宄［

３
］

。 ２０ １ ２ 年 ， 平齐和拜斯特菲尔德主编了 《 声音研宄牛津手

册》 （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 ｏｕｎｄ Ｓｔｕｄｉ ｅｓ ）
ｒａ

， 标志着声音研宄作为独立学

科的 严肃性的确立 。 ２ ０ １ ６ 年 ， 平齐 出版 了 关于探讨 ＳＴＳ 与声音研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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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 谈 《 纠 缠 ： 科 学 、 技术 与 声音 的 人类 追溯 对话录 》 （ Ｅｎｔ ａｎｇ
ｌｅｍｅｎｔ ｓ ：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ｃ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

［
５
］

， 阐释

了 ＳＴＳ 与声音 的关系与联结 。

在平齐及其跟随者近二十年 的努力下 ， 声音研 究 已经成为
一

个相对

成熟、 独立 的研究领域 ， 具有 了独特的学科特性和研 宄范式 ， 欧美很多 高

校也相继开设了声音研宄的相关课程， 愈来愈多 的学者投身其 中 。

然而 ， 国 内 ＳＴＳ 学界对此领域 的 了解还很少 。 ２０ １ ７ 年年初 ， 本文作者

完成 了 《 声音研 宄一
一

个全新的 ＳＴＳ 研 宄领域 》％ 将声音研 宄作为独

立学科介绍进国 内 。 ２ ０ １ ７ 年 ８ 月 至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 ， 本文作者在康奈尔大学

访学期 间跟随平齐学习 ， 针对声音研宄与 ＳＴＳ 的相关 问题 多次 向他请教 ，

平齐给 予了非常有启 发性的 回答 。 本文 内 容建立在对这些访谈的整理和

总结之上 。

二
、 声音研究的起始 、命名与定义

从技术元勘（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走 向研宄声音 ， 在平齐看来是 ＳＴＳ 的

天然进路 。 在此， 平齐首先就 ＳＴＳ 迈入声音的历程进行了 阐释 ：

近年来我全部 的事 业 都投身 于 此 ，
首 先

，
让 Ｓ Ｔ Ｓ 严 肃对待音 乐 。 音

乐 中 蕴含着有趣的 东 西
，
其 中 最 为 有趣的 一点是 乐 器 自 身 的物质 性 ，

是

生产 声 音的那个人工物 （ ａ ｒ ｔｅ ｆ ａｃｔ ） ， 不仅指 乐器 ， 还包含录音设备等 。

这对 Ｓ Ｔ Ｓ 是 多 么 明 显 的 事 ！ 如果我 们考察 了 其 他各种 类型 的 器 具 ， 为 什

么 就不 看看 乐 器 呢？ 我 对慕格 电 子音 乐合成 器 的研 究是一个开端 ，
这一

项 技术是在 ２ 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由 罗 伯 特 ？ 幕格 制造 的 ，
之后 又 生产 出 迷你

慕格 。 慕格 自 己将之称 为 一项 技术
， 因 为 这就是人类 所生产 的 一项 经过

精心 调 配的技术 。 那 么
，
如 果 这是一项 技术 ，

在 Ｓ ＴＳ 里 我们 有所 有这些

极好 的 关 于技术是如何被互构 的概念 ，
技术的社会建构 、 技术是行动 者

网 络理论 的 一部分 、 技 术及其使 用 者 的 角 色 等 所 有 这些 关 于技术 的 理

论
， 我们 可 以将这 些概念转移 到研 究 乐 器 上去 。

在技术元勘 中 ，
我 们 现在 变得非 常在意使 用 者 的 力 量 ， 奈 莉 ？ 乌 德

肖 恩 （ Ｎ ｅ ｌ ｌ ｙ Ｏ ｕｄ ｓ ｈ ｏｏ ｒ ｎ ） 和我 写 了 这本 《使 用 者如 何重要 ： 使 用 者 与

技术的 相 互建构 》 ， 使 用 者 能 够 重新调 整技术 以 使其符合 自 己 的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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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能 够 重新设计技术
，
而 这在音 乐 中 非 常 适 用 。 英 名 其妙地 ，

音 乐

人 、 音 乐 史 家和人 种音 乐 学 者 并 没有 关 注 到 乐 器 的 实 际使 用 者
，
没 有 想

过这些人 究竟在做 什么 。 所 以
，
使 用 者的 角 色最 终变 成在考察 乐 器 时非

常核心 的 部分 ：
使用 者 究竟在 使用 乐 器做什 么 ！ 现在看来这是个显 而 易

见的 想 法 ， 但在 我 写 《模拟时代 》 （
２ ００ ２

） 那 本 书 时 ，
还 没有 人提 出过

这个理念 。 跟 随的概念 （ ｔ ｈ ｅ ｉ ｄ ｅ ａ ｏ ｆ ｆ ｏ ｌ ｌ ｏｗ ）
，
如 维特根斯坦所

说
，
语言 本身 并 没 有其根本定 义

，
语言跟随使 用 而 理解 。 在我看 来

，
音

乐 是一样 的
，
跟随 乐 器 的使 用

，
跟随 乐 器 本 身 ！ 它 们 并 没有 被 本 质 化 。

当 它 们 固 定 在某一特定 语境下 ，
比如 古钢琴

，
或 者说今天 的现代钢琴

，

它 们 是被暂 时 固 定 化的 ，
因 为 制度 安排和 协调让 它 们稳 定 。 但实 际上

，

它 们 可 以有很 多 种 不 同 的 使 用 方 式
，

正如 我 们 看到 约 翰 ？ 凯 奇 （ Ｊ ｏ ｈ ｎ

Ｃ ａ ｇｅ ） 是如何使 用 钢琴的 ， 钢 琴原 来 可 以 有 如此多 种 不 同 的使 用 方 式 。

我 们 Ｓ Ｔ Ｓ 研 究 的 方 式 并 不像 乐 器学 ， 乐 器学 研 究某 种 乐 器 的 根本特性 ，

而 我 们是要考察人们 到底 是如 何使 用 乐 器 的
，
研 究 的 结 果令人惊奇 ！ 你

必 须要进 入乐 器使 用 的 地方
，
你 必须要进 入录音室 之 中 ，

你 必 须要走 向

声 音的舞 台
，
你 必 须要跟随人们 到 奇怪的 巴士观光车 上去感 受 他们 第

一

次使用 电 子合成 器 的地 方
，
所 有 这些场 所

，
是传统 的 音乐 学 者从来没 想

过的地 方 ， 但对我 们 而 言非 常 重要 。

这真 的就是 一场 革命 。 我 认 为 ，
Ｓ Ｔ Ｓ 进 入音 乐 是一个革命 的 时 刻 ，

因 为 我们 所 发展的 这些理论全部都 能应 用 到 音 乐 中 去 。 但是 ， 最 难 的部

分在 于如何应 用 ，

而 我们 已 有 了 初 步 的 尝 试 。

一九 八零年代 ，
在 比勒菲

尔德 （ Ｂ ｉ ｅ ｌ ｅ ｆ ｌ ｅ ｄ ） 的 ４Ｓ 会议上有一个题 为
“
ＳＴ Ｓ 面 对音 乐 （ ＳＴ Ｓ ｆ ａ ｃｅ ｓ

ｔ ｈｅ ｍ ｕ ｓ ｉ ｃ ）

”

的 分会场
，

全部都是关 于音 乐 的 Ｓ ＴＳ 研 究 。

起初 ， ＳＴＳ 是 以研宄音乐作为开端的 ， 然而平齐在研 究 中发现 ， 最核

心 的 问 题不是音乐 ， 而是声音 。 或许其他领域， 如音 乐学 、 艺术学、 文化研

宄等领域 ， 是 以音乐为研宄对象 ， 研宄音乐 的历 史、 文化和理论等 方面 。

但是 ＳＴＳ 的特殊性在于， 考察生产某种音乐的技术物本身， 考察蕴藏在这

一

可 以发声 的 技术物之中 的 技术 、 文化 和社会的整体配置及其物质性 。

亦 即 ， 音 乐并不是研究的对 象 ， 蕴含音 乐在其 中的 整体的声音配置才是

研宄对象 。 这就是
“

声音研宄
”

的起源 ：

而 后
，
当 我撰 写慕格这本 书 的 时候 ， 我 意识 到 ， 最 大的 问 题 不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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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
而 是声 音 。 这是 全书 写 作 中 最 困 难 的 部分 ：

这些 乐 器 所 生产 的 声

音 。 所 以
，
当 我 开始走 向 声 音研 究 时 ，

我 意识 到 ： 天啊
，
我 们 所要书 写

的 这些技术
，
它 们 与 其 他技术的 不 同 在于 它们 有 声 音特性 ，

人们 通常是

听到 它们 ，
而 这与 大 多 数科学仪器非 常不 同

——人们通常 仅仅是看 到 它

们 。 所 以
， 我 们 必 须要找到 一种 思考声 音的 方 式 ，

这就是声 音研 究 的全

部想 法 的起源 。

当 我 开始做 的 时候 ， 大 约 ２ ０ ０ ２ 到 ２ ０ ０ ４ 年 ，
并 没有真 正 的 声 音研

究
， 声 音研 究仅仅是一个 刚 兴起 的领 域

，
所 以 我们 必 须要 定 义 它 。 卡

琳 ？ 拜斯特菲 尔 德和 我提 出 了 声 音研 究的 定 义
，

２ ０ ０ ４ 年我 们 在 《 科学

的社会研 究 》 期刊 上做 了 专题 。 我记得坐在 我 的 办公 室里 ， 我 想 ：
这全

都是 关 于 声 音 ，
我 们 需要 一 个声 音研 究 的 定 义

，
究 竟 什 么 是声 音研

究 ？ 我 不知 道
，
让我 们 来发 明 一个定 义 ： 声 音研 究是一个跨学科领 域 ，

研 究音 乐 、 声 音 、 噪音和静默这四者的 物 质 生产 和消 费 ，
以 及研 究 这四

者在 不 同 的 社会文化 中 、 在历 史之 中 是如何 变化的 。 就这样 ，
我们 有 了

这个定 义 。 因 为 前人从 没有 想 过
， 所 以 新人 需要去定 义 。 任何定 义都将

会帮 助该领域前进 。 这是一个 相 当 包容 的 定 义
，
会 帮助这个领域前进 。

这就是 我们所做 的 。

此 后
， 整个 《 声 音研 究牛津手册 》 ， 我认 为 ， 展现 了 特别是 ＳＴ Ｓ 带

给 声 音研 究 的 变化 ， 因 为 我 们 ＳＴ Ｓ 非 常 善 于 处理物质 性 问 题 ，
这就是

ＳＴＳ 所做 的 ，
而 这也是之所 以研 究 乐 器 是 ＳＴ Ｓ 的

一条天 然进路 的原 因 所

在 。

一直 以 来
，

Ｓ ＴＳ 的 全部工作都致力 于研 究人工物
， 其 他领域 则 并 不

擅长 于 此
，

他 们研 究音 乐 的 文化 方 面 或 美 学 方 面 ，

但却 不擅长考察这些

非人 类 的人工物 （ 比 如作 为 技术物 的 乐 器
，
或 某

一

声 音技术和设备）
，

不 擅长研 究这些非人类 行动者 的物质 性
，
而 这是我们 Ｓ ＴＳ 的 强 项 。

在上述声音研宄的 的定义 中 ， 两次 出现 了
“
ｓｏｕｎｄ

”

这个单词 ， 这两个

“

声音
”

， 前者指称
“

声音研宄
”

这 一学科， 后者指称狭义上的 抽象声音 ，

这就 出现 了 同语反复的 问 题 。 对此 ， 平齐 回应道 ：

这是 我一直 以 来所 用 的 计策 。 我认 为 最好 的 办 法是保持这种模 糊

性
， 因 为 这涵 盖 了 各种 不 同 的 、 可 以 再定 义 的 内 容 。 如 果 以 科 学 元勘

（ Ｓ ｃ ｉ ｅ ｎｃ ｅ Ｓ ｔ ｕｄ ｉ ｅ ｓ ） 中 最 著名 的概念 托马斯 ？ 库恩 的 范 式概念 为

例 ， 他被哲 学 家玛格 丽特 ？ 马斯特 曼 （ Ｍ ａ ｒ ｇ ａ ｒ ｅ ｔ Ｍ ａ ｓ ｔ ｅ ｒ ｍ ａ ｎ ） 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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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者 指 出 范 式可 以 有 ２ ２ 种 不 同 的 定 义 。 范 式 有 狭义 的含 义 ，
指 称 一个

例 子或样 本 ，

而 这并不 指 代广 义上 的整体框 架或 世界观 。 我 认为 库 恩非

常机智地选择 了 可 以 涵盖两 者 的术语
，
这唤起 了 人们 的 思考

，
必 须要去

思考这些术语 究竟是做什 么 的 ， 这 些术语是有唤起功 能 的 ， 它们 是有 自

己 的 生命 的
，
而 不是有一个真正确切 的 、 已 下定 结论 的 、 对某

一概念 的

界定 。 即使在科学 定 义 中
，
你 也能 发现科 学 家会即 刻抛弃他们原 先的 定

义 。 其 实
，
只 是在 开始 阶段需要一个定 义 ，

而 实 际 工作是在兑现不 同 的

含义是 什么 、 以 及是在什 么 之 中 被定 义 的 过程 中 进行的 。 所 以
，
我们 采

用 了 一个 宽 阔 的 定 义 ， 因 为 它 能 包含狭义 的部分 。

但我认 为 人们 的 问 题是 ，
他们 没 有 明 白 一个概念 到底 是做什 么 的 。

我 认为 这更像是一个元级 （ ｍ ｅ ｔ ａ
－

丨 ｅ ｖ ｅ 丨 ） 问 题 ：

一个概念 究竟是做什

么 的 ？
一个概念是 尝试 去打 开 大 门 的 ，

特 别是 当 遇到 一个新 的领 域时 ，

你 想要尽 可 能 地容 纳和覆 盖 。 如 果人 们说 ，
我 就是 想 要声 音 的狭 义 定

义
，
可 以

，
没 问题 ，

让他们 这 么 做 。 但是
，
与 此 同 时 ，

他 们 会失去更 为

广 阔 的 图景
，
失 去 以某种新方 式 定 义的 可 能性 ，

而看 不 到他们所使 用 的

微小 、 狭 隘 、 有 限 的 声 音也是声 音研 究这一更广 阔领域 的 一部分 。

所 以
，

这一直 以 来都是应对 这类 问 题的 方 式 。 并不 能说这是对 的 或

错的 ，
就像不 能 因 为 范 式可 以 意味着 别 的 而 说库恩错 了

一样 。 如 果能够

跟随定 义一直继 续 下去是非 常好 的 ，
这样 能够拓展工作 ， 创 造各 种新 的

可 能 性 。 科学 家的 工作 ，
通常

一开始有一个 定 义
，
但 他们会立 即 扩展这

个定 义 并继 续 下 去 。 新 的 想 法 来 自 于 隐 喻 ，
从一个地 方得到 ，

应 用 到 另

一个地 方 。 声 音也是如此 ， 我 不知道是否 有人对声 音的 定 义很狭隘 ，

他

们 可 以把 它 应 用 到 其他上面 ，
或许那 会是

一个创 造性 的使 用
，
但 他们 必

须展示 出 来 。 这就是我处理这些 问 题的 方 式 。

在平齐看来 ，

一个定义或一个术语不是被固化 的 ， 而是有 生命 的 ， 是

随着所定义 的领域 的实践而不断调整和拓展 的 。 他更关心 的是 ， 为什么

要使用某
一

概念 ， 以及使用它做什么 。

在声音研宄 的定义 中 ， 除 了
“

声音
” 一

词 的 同语反复之外 ， 另
一

个质

疑是 ： 静默是否是
一

种声音 ？对此 ， 声音研 究学者们 的 回答是肯 定的 。 平

齐解释道 ：

当 然 ， 声 音 必须 包 括静默 。 声 音 的 不 在 场是 声 音非 常 重 要 的 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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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因 为 存在的 同 时 ，

也 产 生 不在 场 。 这是一个非 常基 本 的哲 学 意 义 。

声 音 的 不在场 或静默有 时也可 能是场 域的 一部分 。 同 时
，
我 也有 点 帝 国

主义 的 倾 向
，

好吧
，

这可 能是 他们所挑剔 的
，

他们 不 喜欢这样 ，
因 为 他

们 对声 音的 定 义狭 ｆ益 而舒适 ，
比如 声 学 （ ａ ｃ ｏ ｕ ｓ ｔ ｉ ｃ ｓ ） 。 而 这是 另

一个

领域 ， 科学 元 勘这个帝 国 主义 的 领 域宣 称声 学是他们 的领土 。 我 同 意 ，

声 音研 究有 点殖 民 帝 国 的 味道 。 这是 因 为 我是 由 哈里 ？ 柯林斯 训 练 出 来

的 ，
他说 ：

“

把你 的 想 法尽可 能地往 外推 ， 最 终你会到 达某一个 点 ，
无

法再推 。

”

他 训 练 我 去推动 思 想
，
把 它 们 推 向 新的领 域 。 这是一个非 常

有 创 造 力 的 过程 。 显然
，
如 果把 它们推得 太远 ， 那 它 们 对人 类就没 有 用

处 了 。 所 以
， 布 丁 的好坏总是 由 吃 的人来评判 。

人们 可 以 使 用 声 音的这

个定 义 吗 ？ 他们 能在 声 音研 究 方 面 做 出 创 造性 的 工作 ，
并 真正提 出

一些

研 究和 有 趣 的 想 法 吗 ？ 如 果他们 可 以
，
这就是 有成 效的 。 如 果他们 不

能 ， 那 么 这个领域终 归会逐渐消 失 。

三 、 生产声音的人工物及其社会物质性

从 ＳＴＳ 视 角研 宄声音 ， 主要着 眼点 在于对声音 的社会物质性的考察 ，

探 讨 附着 于 某
一

声音 的 所 有 社 会 的 和技 术 的 配 置 （ ｓ ｏ ｃ ｉ ａｌ ｔ ｅ ｃｈｎ ｉ ｃａ 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ｎｄ ） 。 平齐解释道 ：

我 最近在 研 究 的
一个例 子 来 自 社会 心 理 学 家斯 坦利 ？ 米 尔 格拉姆

（ Ｓ ｔ ａ ｎ ｌ ｅ ｙ Ｍ ｉ Ｉ ｇ ｒ ａｍ ） 以及他的 电 击实 验 。 我一直 关 注 声 音在这里 的作

用 。 有 一个假的 实 验对 象 ，
他是你 的 同 伙 ，

他 发 出 尖 叫 ，
如 同被 电 击 了

一样 。 当 你 按下 按钮 时 ，
电 击机会 发 出 特别 的 嗡嗡声 ，

当 杠杆移 动时 ，

还会发 出 一种特殊性质 的 声 音 ，

而 这都是 以物 质 性 为 基础 的 。 如 果你 想

理解米 尔格拉姆 的 声 音 ，
就必 须要去考察整体 的社会 技术配置 ，

包括声

音产 生 、 复制 、 存储和传输的机 器及其物 质性 。 所有 这些要素 都是物质

性 的 一部分 ，
我把 它称之为 声 音的社会物质 性 （ 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ｍ ａｔ ｅ ｒ ｉ ａ ｌ ｉ ｔ ｙ

ｏｆ ｓ ｏ ｕ ｎｄ ） ，
这是一种物质 性 的配 置 （ ｍａ ｔ ｅ ｒ ｉ ａ ｌ ａ ｒ ｒ ａｎ ｇ ｅｍｅ ｎ ｔ ） 。

每 当 声 音产 生 ，
比如我 们在 这儿 用 我 的 电脑听 ，

电 脑有扬 声 器 ，
这

就是物质 性配置 的 一部分 ，
借 此声 音得 以 复制 。 然 后 是我们 的 身 体 ，

我

们 的 耳 朵 ，
这是耳 朵如何聆听的物 质 性 。 还有 大脑是如何运作的 ，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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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大脑 附着 的 物质 性是如何处理声 音的 ， 还有 身 体这一声 音所通过的媒

介
，
当 然

，

如果是在真 空 中 发 生 ，
就 没有聆听 的过程

，

此 时
，
空 气就是

声 音的 社会物质 性的
一部分——空 气 中 的 湿度将会在 多 大程度上 改 变 声

音的 质 量 ？ 当 我 们在 高 山 上或在 浓雾 弥 漫的 山谷 中 ， 声 音 的质 量会 发生

变化 ，
这种 经验是怎 样 的 ？ 这些 都是我所说 的 声 音的 物质 性 的 一部分 。

而 我使用社会物质性一词 ，
来 包含参与 其 中 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 者。

平齐指 出 ，
ＳＴＳ ／ＳＣＯＴ 的 强 项在于研 宄人工物 本身 ， 而这也 是 ＳＴＳ／

ＳＣＯＴ 关注声音 的核心要 点 。 需要说 明的是 ， 常有学者将 ＳＣＯＴ 与拉 图尔

等人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 （ Ａｃｔ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Ｔ）相混淆 。 相对而 言，

国 内 学者对 ＡＮＴ理论更加熟悉 ， 自 然地将
“

人工物
”

（ ａｒｔｅｆａｃｔ ） 、

“

非人类
”

（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

“

行动者
”

（ ａｃ ｔｏｒ ） 、

“

主观能动性
”

（ ａｇｅｎｃｙ ） 等术语直接与

ＡＮＴ 相 关 联 。 但 是 ， 在 我与平 齐的 交 谈 中 ， 他 提及 ， 这 些概 念 首先 被

ＳＣＯＴ所使用 ， 而后拉 图尔将其延伸 ， 发展 出 ＡＮＴ。 平齐描绘 了
一

个具体

的场景 ： 拉图尔躺在平齐家 中 的沙 发上 ， 讲述他正在成形 的理论 ， 平齐当

时认为 ， 这是基于 ＳＣＯＴ 理论 而进行的科学争论研 宄， 意想不 到的是 ， 最

终拉 图尔给出 了 ＡＮＴ。

因此 ， 诸如
“

非人类 行动者
”

等术 语和概念 ， 不仅仅 是 ， 也不首先是

ＡＮＴ 理论的发 明 。 事实上 ， 平齐在采访 中特别谈到了对 ＡＮＴ 理论的看法 ：

我 将在伦敦做一场 大型公 开演 讲
， 是 以 著名 科 学 家霍 尔 丹 （ Ｊ ． Ｂ ． Ｓ

Ｈ ａ ｌ ｄ ａ ｎ ｅ ） 命名 的
“

霍 尔 丹演 讲
”

（ Ｊ Ｂ Ｓ Ｈ ａ ｌ ｄ ａ ｎ ｅ Ｌ ｅ ｃ ｔ ｕ ｒ ｅ ） 。 几 年

前
， 席拉 ？ 贾 撒诺 夫做 了 演 讲 ，

今年是我来讲 ，
我 想 要强调一个关 于技

术的社会建构 的 非 常 简 单 的 想 法 。 我 们在 最初 的论文 中 有
一个关 于 自 行

车 被社会建构 的 例 子 。 与 之类似 ，
嵌入于 电 子合成器 之中 的物质 性人工

物
，
是 某种特殊 的 文化 、 社会 、 历 史 、 经 济 关 系 ，

而 所有这些 都被嵌入

到 这个人工物 中 。 我们 倾 向 于 忘记行动者 网 络理论 中人工物的 力 量 ，
因

为 ＡＮ Ｔ 完 全是 关于 网 络的 。 可 是
，

正是这 些人工物被嵌入到 一个社会技

术整体之 中 ， 被嵌入到 行动者 网 络之 中 。

人工物 本 身 的 力 量 是不 可 思议 的
！
但 我们 倾 向 于 忽视人工物 本 身 ，

就像钢琴
，
是多 么 棒 的人工物 ！ 这是你故事 的 中 心

？
，
它 是一个人工物

，

在这个人工物 中 嵌入 了 所 有 社会文化 ，
但 这个人工物被 当 作是 一个 黑

①本文作者徐秋石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钢琴及其录音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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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 通过电 子合成 器 我 想要分享 的是 ，
我们往往会忘 记那 些该死的人工

物的 力 量 ， 而 它 们 真的很 强 大 。 当 人们 去音 乐 商店 购 买
一件人工制 品 ，

比如 一个 电 子合成器或者一架钢琴 ， 它 们 并不仅仅是人工制 品 ，

而 是蕴

含着所有——正如 ＳＴＳ 所展 示 的——嵌入整个社会文化在 其 中 的人工物 。

当 然
，
还有 其 他 方 式 来讨论这 些 嵌入 于 其 中 的是 什 么

，
但 我 喜欢

Ｓ Ｔ Ｓ 的 方 式 ， 因 为 我 是 Ｓ Ｔ Ｓ 学 者 ， 我 认 为 这就 是 我们 所 能提供 的 。

Ｓ Ｔ Ｓ 非 常 擅长 于打 开某
一人 工物 的 黑 箱

，

而 不 仅仅是看 到 它 所是 的 东

西 。
一 架钢琴不 只是一架 钢琴 ，

而 又只是 一架钢琴 ；
它 是一个极端复杂

的社会 技术集合体
；
它 的 变 化贯 穿 整个历 史 ，

随着 对 文化 的追 求 而 变

化
，
随着 不 同 类 型 的 使 用 者 而 变化

，
随 着 不 同 性 别 的使 用 者又会 再 发生

变化 。 但是 ，
我们 必须记住

，
故 事 的 中 心是人工物 ，

而 人们往往会 忘记

这一点 。 我认为 ＡＮ Ｔ 在 处理人工物方 面 不 是很好 ，
他们 倾 向 于只 是描述

各种人 工物 。 对我 来说
，
我 更喜欢 回到人 工物 自 身 ，

回 到 乐 器 自 身 ，

回

到 电子合成器 自 身
，
去研 究 它 们 到底在做什么 。 这是我 的 看 法 。

在平齐看来 ，
ＡＮＴ 理论 只 关注 于非人类行动者所 处于的 网络 ， 但 是

人工物本身却被忽视 。 而这 正是 ＳＣＯＴ 理 论所强调的 ， 研 宄 （ 非人类 ） 人

工物 ， 回 到人工物本身 。 因此 ，
ＡＮＴ 和 ＳＣＯＴ 两者在范式上具有差异 。 虽

然有些概念看起来像是 ＡＮＴ 理论 的概念 ， 或者与 ＡＮＴ 理论使用 了 同
一

术语——事实上 ，
ＳＣＯＴ 理论与 ＡＮＴ 理论之 间共享部分术语——但是， 它

们背后 的框架不 同 ， 关注点也不 同 。

在 ＳＴＳ 的声音研宄 中 ， 平齐更强调 ＳＣＯＴ 理论的 价值 ， 通过 ＳＣＯＴ 理

论研宄生产声音 的某
一

人工物 ， 比如乐器或录音设备 ， 以及这
一

人工物

的社会物质性 。

四 、 声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在声音研 究的现阶段 ， 还没有产生独立 的理论和方法 ， 而是使用各领

域的理论和方法在声音上进行运用 ， 以 发明和制造新 的研宄路径 。 在这

一过程中 ， 原先各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被拓展 ， 增加了全新 的维度 。 平齐认

为 ， 声音研究 的理论和方法就如 同
一

个工具箱 ， 根据所需而选 择最合适

的理论和方法 ：

声 音研 究使 用 Ｓ Ｔ Ｓ 的概念
，
但还使用 其他概念 ，

比如 声 音学 者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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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 斯 特 恩 （ Ｊ ｏ ｎ ａ ｔ ｈ ａ ｎ Ｓ ｔ ｅ ｒ ｎ ｅ ） 讲 述 的
“

听 觉 技巧
”

（ ａ ｕ ｄ ｉ ｌ ｅ

ｔ ｅｃ ｈ ｎ ｉ ｑ ｕ ｅ ）
； 声 音人 类学 家史 蒂 文 ？ 菲 尔 德 （ Ｓ ｔ ｅ ｖ ｅ ｎ Ｆｅ ｌ ｄ ） 讲述 的

他称之 为
“

声 效学
”

（ ａ ｃ ｏ ｕ ｓ ｔ ｅ ｍｏ ｌ ｏ ｇ ｙ ） 的 术语
，
用 于 表示把声 音场 所

和聆听结合在一起 的 方 式
；
还 有 卡琳 ？ 拜斯特菲 尔德 、 艾米丽 ？ 汤 普森

（ Ｅｍ ｉ ｌ ｙ Ｔ ｈｏ ｍ ｐ ｓ ｏ ｎ ） 和其 他声 音学 者 的 理论和 方 法 ， 我 不会说 Ｓ Ｔ Ｓ 是

唯一的研 究 方法 。 我从他们 身 上学到很 多
，
他 们 特别 善于处理声 音和听

者 的 主观性 问 题 ，
尤 其是斯特恩 。 而 我们 ＳＴ Ｓ 在理解硬件 、 理解技术 的

黑 箱 是如何运作等 方面 更好些 。 所 以 说
， 有很 多 理论 。

至于 方 法 ，

比如 史 蒂文 ？ 菲 尔 德 的 声 效学 方 法 ，

他走进 雨 林 中 听 ，

像是人 类 学 家一样 形成 了 他所使 用 的方 法 ，

而 后 他把 自 己 的 声 音反馈给

他正在研 究 的对象
；

他 自 己 听 ，
他作 为 一个倾听者在 那里扎根

；

这是一

种工作 方 式 。 乔纳森 ？ 斯特恩清理 出 技术的历 史 案例
，

以 研 究我们是如

何演 变 为 适应 耳机 这种聆听方 式 的 ， 并考察电报 、 电 话的进化在 这段历

史 中扮 演 了 什 么 样 的 角 色
；

他运用
一种更历 史 的方 法 ， 就像媒体 考古学

的 方 法 。 或者
，
我 们跟随行动者 ，

跟 随行动者是 我们 ＳＴ Ｓ 的 方 法
，
包括

人类 行动者和非人 类行动者 。 所有 这些领 域都有 不 同 的 方 法 ，
没 有一种

唯一正确 的 方法 。 我们 的 谈话到 目 前 为 止
，
我只 讨论 了 三种 方 法

，
还有

很多 其 他的 。 比如
，
你 可 以从 更为 理论的层 面来研 究

，
如果你喜欢思考

福柯或其他的理论 。

我 坚信
，
不 是只 有

一种研 究 方 法 。 这正 是声 音对这个领 域的 意 义 ，

既有 失 去控制 的 危 险
，

但也成就 了 它令人 兴奋 的一面 。 前提是 ，
你要有

能 力 意识 到 其 他人在做什 么 。 几年前我在 伯 克利 做讲座 时 ， 斯 蒂 芬 ？ 菲

尔 德来 听我 演 讲
，
我们敏锐地察 觉 到 对方 在声 音领 域所做 的工作 。 同

样 ，
我 也察觉 到 乔 纳森 ？ 斯 特恩所做的 ，

以及卡琳 ？ 拜斯特菲 尔德 的声

波技能 项 目
——这也是声 音研 究的

一部分 ： 思 考技 能 ，
这是另

一种研 究

路径
，

Ｓ Ｔ Ｓ 非 常擅于研 究技 能 、 思考人类 的 实践
，
因 为 我们是 以 实践 为

导 向 的
， 所 以 卡 琳的 声 音技 能是一个 非 常 丰 富 的 项 目

； 再 比如 ，
艾 米

丽 ？ 汤 普森 关于 声 景和现代性 的研 究 ，
她是一位历 史 学 家 ， 研 究 声 学作

为 一 门 科 学是如何 发展 的
，

以 及扬声 器 的历 史 。 我认 为 所有这些
， 都 扎

根于 声 音研 究 ，

而 没有 一种唯 一的 方法 。 这有 点像科 学 元勘 ， 在科 学元

勘 中 没有唯
一

的 方 法 ，
方 法是 多样 的 。

事实上 ， 平齐并不 在乎声音研宄领域是否有独 立 的方法、 创新 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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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现在 声音研究所使用 的理论和方法都基于研宄者 自 身所在领域 的理

论和方法 ， 但先前这些理论和方法都没有声音维度 。 所 以 ， 从声音视角重

新进行解释 ， 把现有 的研宄方法推至听的层面， 这也是
一

种原创 。

在 以视觉 中心为主导 的学术界 ， 研宄方法和文献资料大多 是 以视觉

形式呈现 的 ， 例如文字或 图像 。 但 由于声音研宄的特殊性 ， 实证研 宄及其

素材常 以声音的 形式呈现 ， 因此需要使用听力技巧 （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 ， 做好

研听工作 。 研听是
一

种独特 的方法和技能 。 平齐解释道 ：

我 认为
“

听
”

是非 常狡猾的 ！ 我喜欢唐 ？ 伊德 （ Ｄｏ ｎ Ｉ ｈ ｄ ｅ ） 的 《 听和

语音 》 （ Ｌ ｉ ｓ ｔ ｅ ｎ ｉ ｎ ｇ ａ ｎ ｄ Ｖｏ ｉ ｃ ｅ ）
，

他是 哲 学 家 ，
现象 学 家 。 他很擅

于 自 我反 思
， 什 么 是听 ， 什 么 是声 音 。 这 不是一个明 显的过程 ， 因 为 听

是有很 多 层次的 。 这非 常有趣 ， 作 为
一个 音乐 家 ， 你 意识到 你 能 听到不

同 的 东 西 。 比如
，

当 你 长 时 间 接触 某种 声 音 ，
你 听到 它 的 方式会 不 同 于

你 刚 接 触 的 时候 ， 你 会 有
“新鲜 的 耳 朵

”

，
或 者 你 可 以 训 练 自 己 去 听 。

我 们 知道听是一种技 能 ， 我们 从 汤姆 ？ 赖 斯 （ Ｔ ｏ ｍ Ｒ ｉ ｃ ｅ ） 的 听诊器 研

究 中 了 解到 这一点
，

这是一本关 于 用 来 听的听诊器 的 了 不起的 书 。 人是

可 以被 训练 的
，
如 同 视觉领 域 ，

你 可 以 通过训 练 来从显微镜观察 ，
你 也

可 以 被 训 练 以 某种特 定 的 方 式听 。 所 以
，
听 并 不 是 一种理所 当 然 的 技

能
，
它 是一种 非 常神秘 的技能 。 如果 你和 听众打交道 ，

他们 的倾 听水平

都是不 同 的 ， 有 些人 以特定 的 方 式 发展 了 他们 的倾 听能 力 ， 有 些人 则 是

天真的 听者
，

但 你仍 然要设法迎合他们 。 所 以
，
我认 为 听是一个非 常好

的研 究课题 ，
但是 我们 必 须记住 ： 听 是一 种技 能 。 观 鸟 是 另

一个好例

子 ， 你 可 以 训 练 你 的 耳 朵听到 不 同 的 鸟 叫 声 ， 能够识 别 鸟 的 声 音是一个

惊 人的技 能
，
对没 有接 受过训 练 的人来说 它就只 是鸟 的声 音 ，

是一种真

实 的 声 音
，

而 并不 知道发 出 声 音的 鸟 究竟是什 么 。

使用 听力技巧是声音研宄非常重要 的方法。 例如， 使用 人耳 的
“

鸡尾

酒会效应
”

提取声音 ， 辨别声音 的方 向 ， 识别声音之 间 的细微 差别等等 ，

这些听力技巧需要经 由训练而得， 并且在实证研宄 中发挥巨大作用 。

五 、 从声音维度理解 ＳＴＳ

在 以往 ＳＴＳ 领域中 ， 抑或说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 ，

一直是 以视 觉范式

作为研宄主导 ， 听 觉范 式在研 宄中鲜 少被关注和运用 。 而声音研宄 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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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 ， 就 是将声音维度纳入 到 ＳＴＳ 的研宄维度之 中 ， 从声音视角 考察技

术、 社会和文化之 间的 关系 ， 深 化对于 ＳＴＳ 的 理解 ， 并且补充 、 修正 、 甚至

于重塑 以往视觉范式研 宄中所 忽视 的声音维度的 思考 ， 为从 ＳＴＳ 视角 诠

释技术 、 社会和文化提供新 图景 。

我 认 为 声 音研 究扩 充 了 ＳＴ Ｓ
，
因 为 这是世 界上 的 另

一 种现 象 ， 音

乐 、 声 音 、 噪音等 等 ，
可 以被 ＳＴ Ｓ 覆盖

， 扩展 了 ＳＴ Ｓ 的 领土 。 我之前有

两个学 生 ，
现在你是第 三 个 ， 你们 在 这一领域做着 非 常 有 成 效的 工作 ：

欧文 ？

马 歇 尔 （ Ｏ ｗｅ ｎ Ｍ ａ ｒ ｓ ｈ ａ ｌ ） 研 究洛杉 肌 的 自 动 调 音和 商 业 录 音

室
；
尹 南 歌 （ Ｅ ｎｏ ｎ ｇ ｏ Ｌ ｕｍ ｕ ｍｂ ａ

－

ｋ ａ ｓｏ ｎ ｇ ｏ ） 研 究社 区 录音室 ， 尽 管她 已

经走上另
一

条路 ， 成 为 了
一位 成功 的音 乐人

；

而 你 ， 研 究钢琴 、 录音技

术和录音 室 。 这些研 究扩展 了 感 官
，
打开 了 全新的世界 。

这就像很久以 前 的科学 一样 。 许 多 科学 正在探 索全新的 现象 。 有 了

引 力 波探测 器 （ ｇ ｒ ａｖ ｉ ｔ ａｔ ｉ ｏ ｎａ ｌ ｒ ａ ｄ ｉ ａｔ ｉ ｏ ｎ ｄ ｅ ｔ ｅｃ ｔ ｏ ｒ ） 之后
， 引 力 波

现在是 一个现 象
，
科 学 家可 以 创造性地进 行研究和撰 写论文 。 所 以

， 声

音增加 了 Ｓ ＴＳ 可 以 观察的 东 西
，
这是一点 。 再来

，
我认 为

，
因 为 它 涉及

到 感 官
，

尤其 是听觉
，
它 同 时把议题 带回 到 Ｓ Ｔ Ｓ 之 中 。 它 鼓励 了 Ｓ Ｔ Ｓ 中

对于 主观 性 的 不 同 观 点
，
因 为 我 们 必 须更多 地 关 注 听者 ，

关 注人 类 主

体 ，
甚 至 是 身 体 。 当 然 ，

Ｓ Ｔ Ｓ 已 经 在研 究这个 了 ，
比如唐 娜 ？ 哈拉 维

（ Ｄｏ ｎ ｎ ａ Ｈ ａ ｒ ａｗ ａｙ ） 和 其 他学 者 多 年前就在研 究 身体 了
，
但是我 想说 的

是 ， 声 音研 究 给 ＳＴＳ 增加 了 新 的 东 西
， 同 时 也扩展 了 ＳＴ Ｓ

， 它 从各个维

度丰富 了 我 的 思 维方 式 。 当 我 想 到 科学仪器 时 ，
我 想 到 乐 器 ，

我 非 常 清

楚科学仪器 的 触 觉 维度 ， 当 我 写 关于 电 击实验 的文章 时 ，
我 意识 到 电 击

机的 触 感是如何像 一个 乐 器 一样 。 当 人们按 下一个按钮 时
，
整 个世界都

不 同 了
， 那 么 这个按钮将会 为 人们 所 熟 悉

，
它 究 竟是 一个容 易 按 的按

钮
，
还是一个古怪的 按钮？ 它 是位 于 一个 不好 的位 置还是一个令人尴尬

的位置 ？ 在我 看来这丰富 了 人机 交互 的 触 觉 ，
当 然也有 可 能不 会 ， 但不

管 怎样 ， 它 有 这种潜在 的 可 能 。 早先 ，
没有 多 少人从 ＳＴ Ｓ 的视 角 做声 音

研 究
，
可 能 只 有 一 ＜ｈ 部分人在做

，
但我认 为 它有 潜 力 ，

能够 从各 个維度

丰富 Ｓ Ｔ Ｓ 。

在平齐看来 ， 声音研宄带给 ＳＴＳ 的 贡献首先在于扩充了 ＳＴＳ
， 将声音

这
一

非常重要的 现象和维度 纳入 ＳＴＳ 的范畴 ， 扩展 了 ＳＴＳ 的领土 ； 并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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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 Ｓ

）

声音涉及 到感官 ， 致使我们必须更多 地关注人类主体 ， 关注听者个体 ， 而

这鼓励 了 ＳＴＳ 中 对于主观性的 不同观 点 ， 可 以 说从各个维度 丰富 了 ＳＴＳ 。

六 、 结语 ： 声音研究与 ＳＴＳ 的纠缠与联结

在
“

声音研 宄
”

（ Ｓ ｏｕ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 ｓ ） 这个术语 出现之前 ， 学界 己有
一

些关

于声音 的研 宄 。 比如 ， 声音现 象学 ， 声音文化研宄 ， 声音与 身体 ，

“

声景
”

概念的 提出 和研宄等等 。 对于声音本身 的研 宄主要集 中在声学领域 ， 例

如声波 、 超声波等研究 ， 是物理学的 前沿分支 。 而更多关于声音的研 宄聚

焦在音乐研宄上 ： 音乐史 、 音乐理论 、 音 乐艺术、 音乐人类学等等 。 然而 ，

除 了 音乐学专业 的研宄之外 ， 其他人文社科领域 中有 关声音 、 音乐的 研

宄是少数的 。 整个学术界是 以视觉范式为主 导的 ， 听 觉范式
一

直处于被

边缘化 的位置 。

声音 ， 是
一

个
一

直被 忽视但 却无法
“

视而不见
”

的物理现象 、 社会现

象和文化现象 。 尤其是声音技术 ， 对 ＳＴＳ 学者而言， 更是天然予以关注和

考察 的对象 。 特里 弗
？

平齐教授作为声 音研 宄的 创始人 ， 集结 各学科 （ 包

括音乐学 、 美学 、 媒介研究 、 文化研宄 、 人类学研 宄、 历史学研宄等学科）

共 同参与其 中 ， 形成 了跨学科的 声音研宄学术共同体 ， 该领域 成为诸多

所参与学科的 前沿领域 。 如今 ， 声音研宄是
一

个涉及政治学 、 经济 学、 文

化研宄 、 文 学 、 艺术 、 社会学 、 人类学、 哲学 、 建筑学 、 心理 学、 生物学 、 生

态学、 物理学等多重专业领域 的跨学科学术与实践活动 。

之所 以声音研究这
一

领域 由 ＳＴＳ 学者发起 、 创建并带领前行 ， 与 ＳＴＳ

自 身的理论和方法 的独特性 ， 以及 ＳＴＳ 与 声音的天然关联密切相关 。

首先， ＳＴＳ 的研宄为认知声音带来 了全新 的理解和阐释方案 。 其他学

科对声音的研 宄聚焦于声音的 艺术 、 文化与哲学 ， 然而 ， 声音 的技术维度

一

直未被认知 。 ＳＴＳ 的研 宄打开 了 声音 的技 术维度 ， 挖掘 了 技术及技术

使用者 的隐性力量 ， 揭示了技术与社会 、 文化和艺术之 间的联结与互构 。

再者 ， 其他 以声音为研 宄对象的领域 ， 或者说更多 的是 以音乐为研宄

对象 的领域 ， 如音乐学 、 人种 音乐学 、 乐器学 、 传播学 、 文化研宄等领域 ，

鲜少涉及作为人工物 的 乐器和声音设备 的技术本身 ， 及其技术使用者 的

各式使用方式 。 而 ＳＴＳ 为研 宄声音打开 了 全新 的视角 ， 提供了 独特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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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理论 。

这些 ＳＴＳ 独特 的视角 和方法， 是 ＳＴＳ 研 宄声音 的优 势 ， 为理解声音 、

理解音 乐、 理解乐器和声音技术带来 了 全新的 阐释方式 。 反过来看 ， 研宄

声音 ， 尤其是研宄乐器和声音设备 ， 为 ＳＴＳ 拓展 了新维度 ， 深化了 ＳＴＳ 对

于声音与技术、 社会 、 文化和艺术关系的理解 。

已有近二十年发展历史 的声音研 究， 虽 仍处启蒙 阶段 ， 但 已涌现 出大

批经典研宄 ， 交叉学科 的理 论和方法在声音研 宄的 舞台 上充分展现 ， 同

时 ， 声音研宄学者将各 自领 域的 理论和方法向声音 维度延展 ， 开 创 了
一

系列新 的研究路径 。 启 蒙已 向蓬勃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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