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生態、聲音與

中國藤：藝術教育

策略 

InJAE10.2 ○○○○C  NTAEC 2012 

國際藝術教育學刊  

16 

文化生態、聲音與中國藤：藝術教育策略文化生態、聲音與中國藤：藝術教育策略文化生態、聲音與中國藤：藝術教育策略文化生態、聲音與中國藤：藝術教育策略    
 

 

 

約翰．芬恩 

副教授 

奧瑞岡大學 

E-mail: jfenn@uoregon.edu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論文提出強調多模態經驗與創意過程的藝術教育策略，以多模態經驗與

創意過程作為一般藝術，尤其是聲音與音樂的詮釋與再現工作中的關鍵因素。

本論文認為多模態經驗與創意過程有助於瞭解藝術與藝術家所存在的文化生

態系統，進而促使對創意實踐牽涉的美學、社會、經濟、政治與科技等元素間

的互動與互相依存關係，進行全面性分析。為了找出多模態與文化生態之間的

關係，本論文提出一種呈現與詮釋田野調查資料的方法，也就是文中所謂的「

模擬訪查」。本論文建議教育工作者與學生嘗試使用模擬訪查這項工具，它將

有助於提昇對過程與創意實踐的興趣，從而達成學習與創作並行的教學目標。

本論文涉及的田野研究是 2009 年，針對北京當代音樂家進行的民族誌晤談與

觀察。這項田野訪查計畫與中國藤 (ChinaVine) 有關，中國藤是一項跨國網

路計畫，成立目的是將中國文化遺產與知識傳遞給以英語為口說和閱讀語言的

兒童、青年與成人。 

 

 

 

 

 

 

關鍵詞：文化生態、詮釋、音樂、多模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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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提出強調多模態經驗與創意過程的藝術教育策略，以多模態經驗與

創意過程作為一般藝術，尤其是聲音與音樂的詮釋與再現工作中的關鍵因素。

本論文認為多模態經驗與創意過程有助於瞭解藝術與藝術家所存在的文化生

態系統，進而促使對創意實踐牽涉的美學、社會、經濟、政治與科技等元素間

的互動與互相依存關係，進行全面性分析。此處的研究成果來自 2009 年以來

我所參與的一項跨國研究計畫。這項名為「中國藤」的計畫，主要透過互動式

網站，吸引對中國藝術與文化遺產有興趣的教師、學生、研究人員與一般大眾 

(Congdon & Blandy, 2010a; Congdon & Blandy, 2010b)。為了找出多模態與

文化生態之間的關係，本論文將探討一種呈現與詮釋田野調查資料的方法，也

就是文中所謂的「模擬訪查」。建議教育工作者與學生嘗試來使用模擬訪查工

具，因為它有助於提昇對過程與創意實踐的興趣，從而達成學習與創作並行的

教學目標。 

 2009 年早秋，我隨中國藤一支小型研究團隊一起造訪北京，團隊成員是

來自奧瑞岡大學與中佛羅里達大學學生與教職員。我受邀參加這次北京之行，

主要是希望針對橫跨傳統與現代創作領域的音樂家及聲音藝術家，進行田野訪

查，以便協助中國藤計畫擴展藝術與文化領域的探索。FM3 雙人樂隊是我想

訪問的藝術家之一，很幸運，我們成功訪問到張薦本人。張薦生於四川，1980 

年代後期定居北京，他是 FM3 的中國籍成員，也是中國搖滾樂壇備受尊崇的

鍵盤手（FM3 另一位成員是來自內布拉斯加的 Christian Viraant，他已在中

國生活了二十年）。FM3 以電子即興創作和氛圍音樂著稱，最受歡迎的「作

品」是唱佛機 (Buddha Machine)，一只小塑膠盒裝著數位音樂晶片，內含九

段循環聲軌，聽眾可隨意挑選播放。訪談之時，他們已經推出唱佛機的兩段複

誦音樂，和一個 iPhone 應用程式。2012 年，這個雙人組又推出兩種更普及

的複誦音樂、一個 iPad 應用程式與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的限量

版唱佛機（於 2009 年發行）。FM3 現在只在表演「佛打架」(Buddha boxing) 

時使用唱佛機，舞台上兩個人面對面坐在小桌旁，中間擺放一堆設備。接著，

他們各選一台唱機、挑選一個聲軌，放在桌子中間，就像下棋或玩牌般即興，

創造出互相衝突又和諧的聲音雕塑，同時也顛覆了遊戲規則。 

 我之所以對 FM3 與張薦作品產生興趣，是因為他們的演出和唱佛機，使

用了傳統樂器的循環錄音法。我在訪談中（訪談主要使用中文，有翻譯在旁協

助）提出的問題，希望瞭解張薦創作生涯的詳細資料，以及他創作 FM3 作品

的過程與動機。但是才剛開始訪問，張薦便坦白說他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莫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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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喜劇演員，要將這場訪談變成一次文化與藝術的即興演出。訪談過程中，

他除了不斷為中國藤團隊沏茶外，有時沉思如何回答問題，有時又迅速拋出簡

潔有力的回覆。例如在回應有關 FM3的音樂目標時，他立刻閉上雙眼，將頭

靠向一邊肩膀裝睡。他是覺得問題太無聊？還是「睡覺」就是他的答案呢？答

案是後者，他以這種幽默／搞怪的表演方式回答問題，讓整個團隊開始熱烈討

論藝術家意圖與觀眾反應的議題。訪談結束時，我想到一個重要問題：我要如

何再現剛才在張薦公寓的這兩個小時訪談內容，才能掌握這次多模態經驗的精

髓，同時清楚表達藝術家自己（和樂隊）的美學策略？ 

 光憑文字的力量無法為藝術教育環境提供豐富的脈絡與有效的詮釋，因為

言辭無法完全達意。藝術教育的目標之一是整合學習與創作，達成此目標的教

學法應該強調過程與產品，同時注意到藝術相關的諸多感知與認知元素。在思

考如何再現這場訪談的民族誌經驗與張薦和 FM3 的藝術創作時，我嘗試採取

詩學和多媒體的策略，以便省思與探索詮釋、分析、教育和藝術的目的。 

 基於中國藤肩負的藝術教育使命，我希望這種再現方式能從美學、科技與

概念等角度來處理眼前的資料，俾使達到學習與創作藝術的目標。在為中國藤

網站構思 FM3 訪談文章的同時，我也著手開發暫時模式來介紹與中國藤計畫

合作的當代藝術家，此時我開始運用「模擬訪查」的詮釋方法。在描述有關藝

術研究的理論 (Greenwood, 2012) 以及將詩學融入詮釋策略 (Brown, 1977; 

Marcus, 1986) 的民族學動機後，我將模擬訪查定義為一種多模態表現策略，

並建議將它當成一種藝術教學法。我將創意再現與中國藤計畫的批評或詮釋反

思融合在一起，希望在研究者與藝術家、田野工作者與「資訊提供者」或合作

者之間，架起一座橋樑。我使用「模擬訪查」一詞，是希望透過重新架構研究

作品的藝術策略，來找到詮釋的可能性。此處的模擬是重建藝術家與其創意行

為的脈絡，而非單純地再現，而模擬也形成一種辯證式看法，而非直接的解釋。 

本論文將深入介紹 FM3 與張薦音樂創作策略，使讀者更能瞭解我為何選

擇將這些資料張貼到中國藤網站。如前所述，FM3 樂隊的表演特別使用循環

聲軌與即興演出方式，創造出融合觸感、音效與視覺的聲音雕塑。張薦在與其

他樂手的合作作品中，還使用一種名為 Live 的音樂軟體（由德國公司 Abelton 

開發），能現場取樣樂手作品，並即時挪用這些片段。FM3 後來開放大眾免

費下載唱佛機的聲軌，讓每個人都能使用這些創用 CC 授權檔案來重新混音

或加以創作。他們使用的循環聲軌及混音技巧，顯示出其與北京樂壇的密切關

係（下文將有更多討論），兩者都融合了借用、複製與重構的傳統，以及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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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推廣藝術傳播的數位工具與科技。我的目標是在中國藤網站再現 FM3 的

作品，以期橫跨特定藝術創作的微觀層次，和網絡管道與詮釋的宏觀層次。 

中國藤作為工具、地中國藤作為工具、地中國藤作為工具、地中國藤作為工具、地點與脈絡點與脈絡點與脈絡點與脈絡 

 中國藤網站創立於 2007 年，2012 年大規模重新設計［尾注說明各迭代

的設計者；網站 kristin/Doug 有關「開發」的章節，2010 年］。兩個網站版

本的主要內容都是以藝術家為主的多媒體貼文，包括文本詮釋、靜態影像藝廊

與記錄藝術家和作品的影片。這些貼文往往涉及藝術家的工作空間或工作室；

他們生活的地區、城市或村莊；以及其作品所歸屬的傳統或歷史傳承等脈絡。

貼文也引用網際網路的脈絡，因為這些文章運用了標準的新興傳輸工具，目的

在發揮藝術網路教育的多模態潛能 [Congdon & Blandy, 2010b]。 

旨在推廣藝術教育的中國藤計畫與網站，希望透過多重角度，使網站觀眾

更瞭解中國藝術與文化遺產，更充分地瞭解其社會、歷史、政治、經濟與科技

背景。我參與的 2009 年當代藝術家田野調查計畫，既為實踐中國藤的創立宗

旨，也為進一步探索藝術家使用數位科技的創作情況。使用模擬訪查策略處理 

FM3 的田野調查資料時，我直接運用數位工具和策略，希望透過網路再現這

個樂隊，呈現他們迷人的演出，並為更多觀眾提出詮釋看法。為此，我的貼文

不僅包含常見的中國藤網頁內容（文字、田野調查影片與靜態影像），同時還

加入這個樂團自己製作或張貼的聲音作品與嵌入影片。以下將針對最後這兩個

層面來討論，以便瞭解模擬訪查的關鍵要素，並指出多模態經驗與創意過程如

何為藝術找到其在文化生態中的位置。 

聲音創作是模擬訪查最初步也是最立即的體現。如前所述，我為了充分傳

達張薦訪談中豐富的動態內涵，因此想利用文字之外的美學手法來處理這些田

野資料和創意過程。在聆聽訪談錄音，並思考中國藤團隊在訪談後立即進行的

討論內容後，我開始構想如何混合訪談片段與環境聲響，讓這些聲音放大、深

化或與訪談經驗交織在一起。因為 FM3 已免費開放大眾下載與再利用唱佛機

聲軌，我可以從他們網站上取得這些檔案作為來源材料。在整理訪談錄音內容

時，我也將我們提出的問題、張薦的精彩回應以及當天下午那些有趣的樂隊活

動聲響剪成小片段。我知道張薦在表演與作曲時，常使用 Abelton Live 音樂

軟體，因此我也使用這個軟體，把收集到的聲音片段匯入其中。這個軟體部分

是為即時、即興的數位音效創作而設計，因此我將匯入的聲音片段編成不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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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時間伸縮循環聲軌，加入音效，並不斷重複以產生節奏軌跡，創作出訪談

過程的回音效果。 

最後製作出兩段各約十三分鐘長的曲子，其中一支的聲音片段來自我自己

和其他中國藤團隊成員提出的問題，另一支則是回答的部分，包括張薦的言語

與非言語回應，例如笑聲或示意樂隊表演的喊叫聲等等。我將取自唱佛機的聲

軌穿插在兩支曲子之中，這些聲軌遂成為訪談片段的基礎和音型。再把每支曲

子分成三段「樂章」，以配合較長曲子的曲調或節奏轉變，然後將這六段聲音

檔上傳至 Soundcloud。這是一個社群音樂分享服務平台，藝術家與唱片公司

（獨立或商業品牌）可以在此交換、示範、預覽或分享高品質的數位檔案。檔

案可供串流或下載，使用者可以對特定檔案中的各個段落提出個人評論。所有

評論一律公開，如同與特定檔案時間流同步的討論工具；除了這種社群媒體功

能外，Soundcloud 還可在臉書、推特或部落格等社群媒體平台嵌入音軌。FM3 

使用 Soundcloud 散布演出錄音和即興演出，而我將自製的聲音片段上傳至

中國藤的 Soundcloud 帳戶，也算是呼應這個樂隊對此平台的支持。此外，

中國藤網站在重新設計之後，要求使用者透過網站直接伺服器以外的服務散布

與儲存媒體檔案。因此，中國藤網站開始以 Vimeo 與 YouTube 等服務傳遞

影片內容，以 Flickr 處理靜態影像，以 Soundcloud 傳遞音效。 

之前描述聲音實驗是我在中國藤網站發表 FM3 系列貼文的最後重點1。

這些聲音實驗也是我初次的模擬訪查實驗，我特意仿照 FM3 的工具、資源和

美學策略，提出我的詮釋並放入大篇幅的多模態貼文之中 3。另一個模擬訪查

的元素（亦為更廣泛的文化生態學思考），包括利用 FM 的網路能見度和各

種管道，散布媒體或聚集粉絲製作的媒體。FM3 透過 Vimeo 頻道張貼樂隊

的表演影片和團員的個人演出影片。這些影片也可連結至粉絲和朋友記錄 

FM3 的各種上傳影片，由此形成一個重要的影片資料集區，讓中國藤這類計

畫可以參考援用。我的貼文除了中國藤團隊訪問張薦所拍攝的影片外，還嵌入

樂隊自己貼在 Vimeo 的影片，我以對話的方式呈現 FM3 的網路影片，不僅

參考他們的再現策略，也反映當代中國實驗音樂家所參與的廣大數位文化領域。 

這篇 FM3 貼文不僅是中國藤網站在重新設計之後的第一篇全新網頁文

章，同時為日後中國藤與中國當代數位網路應用藝術家的合作計畫，提供一種

全新的詮釋與再現策略。儘管如此，這次模擬訪查實驗能否成功吸引觀眾踴躍

                                                 
1 
欲瀏覽中國藤網站的貼文，請連結：http://chinavine.org/artist/zhang-jian-f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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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或深入理解，仍在未知之天，但無論如何，如果想要發展一套多模態藝術

教育策略，提供詮釋資料探究學習與創作的創意過程，此處提供的實驗是一個

開端。FM3 的唱佛機聲軌與中國藤的訪談片段，都可透過創用 CC 的授權取

得並再次創作使用，因此中國藤網站的訪客也可以下載這些檔案，利用手邊現

有的工具，或學習使用藝術家使用的軟體，製作出自己的訪談混音作品。藝術

教育者可以根據這個模式，利用類似策略充分瞭解 FM3 的創作，或研究全然

不同的音樂類型、創作與創意領域。 

文化生態：藝術教育的隱喻文化生態：藝術教育的隱喻文化生態：藝術教育的隱喻文化生態：藝術教育的隱喻  

提出結論之前，我想談談有關北京實驗樂壇的文化生態問題。在此同時，

我也希望將上述討論的多模態模式（模擬訪查）置於文化生產、傳播的動態網

路內，也就是在更廣大的藝術創作範疇中來理解。瞭解背景與創意實踐之間的

相互關係，可以讓藝術教育工作者對於藝術文化在經濟、政治、社會與科技層

面所佔據的位置，進行批判性思考。透過批判性思考，教育工作者和學生可以

探討特定藝術創作行為的模式、原因、時間與空間因素，從而找出創意產物與

創意過程之間的關聯性。 

科學上的生態研究是探討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關聯，並強調部分與整體

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些互動方式可能是部分、共生、敵對、意向性、機械性或

甚至是創意性的關係，但無論是何種互動模式，都是發生在一個彈性變動的系

統中。如果將「生態」這個隱喻套用在文化創意與藝術研究上，我們應該特別

重視互動關係發生並進而構成連結網絡的方式。這在文化研究領域已非新的概

念（參閱 Geertz 的「意義網絡」或 Bateson 的「心靈生態學」），但在探

討聲音生態時有其特別重要的意義，原因有三。首先，應該避免毫無批判力地

使用這個隱喻，以免誤以為聲音與地方之間存在自然的關係。第二，聲音文化

民族學和詮釋策略應該與作曲策略有所區分2。第三，強調活動與互動的相連

網絡概念，可以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一般聲音、音樂與藝術從各種互動關係出

現的方式，正如它們同時產生互動一樣。如此一來，我們不再只看到藝術的再

現性，也看到其中隱含的地方、身分與概念等問題。 

                                                 
2 針對「聲音生態」作曲策略的一般看法可連結此網址：

http://turbulence.org/blog/2010/06/29/sound-listening-and-place-sonic-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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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地下」或「實驗」音樂是融合各種不同文化物質的混合體：本

土與進口、新與舊、熟悉與陌生。科技、社會與政治因素促成這股混合力量，

形成國家大規模結構性成長中的動態環境或文化生態。中國的創造能量大多向

都會中心聚集，而上海和北京更是相互競爭的經濟與政治重鎮。近幾十年來，

北京由於人口、基礎建設與藝術影響力不斷擴張，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大眾文化

生產的主要基地，更是實驗音樂的中心。過去二十年雖有許多小型地區樂壇逐

漸崛起，但音樂家、風格與風潮往往自行移入繁榮的北京都會，尋求表演、生

產、傳播和／或藝術發展的機會。 

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首府，具有權力與經濟重要性。與這種集中

性息息相關的民間、科技和創意基礎建設，是北京文化生態的關鍵元素，同時

也增加城市本身重要性。具體來說，北京主要的重要性（於中國內部與海外）

在於，它已透過數位方式融入全球文化與傳播流動之中，並在過去十多年內加

速整合，於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在創意與實驗樂壇開創出一片花繁錦簇。從「

打口片」（國外「回收的」CD 和卡帶）到 MySpace 或 YouTube 等外部文

化入口網站的興起（雖遭官方不時封鎖），北京藝術家有越來越多機會與跨國

聲音與音樂文化交流，共同擴展關於地方的普遍概念。北京的本土生態在全球

廣大的聲音文化生態網絡中形成一個節點，而創作、聲音與人在相連網絡中流

動，產生各種影響、產品、干擾與回應。 

關於目前討論材料的歷史背景，我們應該認識到，滲透至各種中國音樂的

聲音材料與影響有其長遠的發展軌跡。在流行音樂方面，Andrew Jones 有關

搖滾樂 (1992) 與「黃色音樂」(yellow music) 或爵士樂 (2001) 的論文極具

批判性地指出「進口」與「本土」之間的緊張動態關係，此可作為討論當代中

國音樂的核心問題。同樣地，Nimrod Baranovitch 針對 1978 至 1997 年間

中國流行音樂、族裔、性別與政治學方面的研究，將本論文探討的北京社會音

樂實踐流動予以脈絡化 (2003)。換言之，雖然出現在中國藤網站的聲音、藝

術手法、藝術家都是當代的產物，但促使國家、身分或其他跨界互動的過程卻

由來已久。生態的隱喻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許多運動的向量，包括時間、文化、

地理和科技，這些向量是藝術實驗的基礎，也是藝術教育工作者值得關注的層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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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當地藝術家的聲音生態與音樂實踐北京當地藝術家的聲音生態與音樂實踐北京當地藝術家的聲音生態與音樂實踐北京當地藝術家的聲音生態與音樂實踐 

如前所述，生態的概念強調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聯性，這些關係又可進一

步定義為相連網絡中的互動關係。在我們身處的傳播環境中，這種「相連網絡

」的概念顯然與數位科技相互呼應，而在勾勒北京的文化生態時，我將特別討

論幾種促成地下或實驗音樂的科技現象。我希望闡明的是，這些「有機體」以

及政治、社會與經濟力量，都是構成藝術家生活、工作與創作的動態環境（生

態）的要素。而且，這些數位化現象也與我在本論文第一部分提出的模擬訪查

和多模態詮釋策略，存在相互關係。 

北京文化生態的一大特色就是打口片，2009 年以來與中國藤團隊合作的

多位音樂家，都曾利用這種創意催化劑。「打口片」（打洞或割破）指的是西

方各大音樂品牌因為國內滯銷，而進口至中國的廢棄商業音樂光碟與卡帶［尾

注：此處主要討論的是數位光碟片］。製造商在光碟的中央部分切開或鑽洞，

代表這些是不能銷售的廢棄光碟。但是到了中國，這些光碟流入地下市場，以

便宜的價格在大街小巷裡賣給急著想聽音樂，又無法從正式管道取得光碟的年

輕人。這些陌生的音樂與中國其他文化與藝術產生互動，尤其是在北京，大規

模的打口片交易現象影響了數十位出生於 1970 至 1985 年間的新興音樂家

（一般稱之為「打口世代」）3。 

 打口可說是一種「影響的微生態」，因為這些破損光碟在傳播的同時，也

為各種地下音樂與創意實踐形成一種聲音來源的流動：聆聽、學習、啟發、複

製與挪用聲音與風格。那些興起於 1990 年代打口風潮的音樂家與美學策略，

說明了 FM3 今日生存的動態環境（也是其他當代音樂創作者的宿主）。如此

一來，打口就像是北京文化生態的一個數位元素，它與不斷變動系統中的其他

元素互動，並影響、回應或瓦解這些元素。 

系統中其他的數位元素或有機體還包括網路平台和軟體，協助北京藝術家

與合作夥伴、粉絲和潛在觀眾產生連結。社群媒體網站如 YouTube、土豆網

、MySpace、Vimeo 或新浪微博，讓藝術家與粉絲可以散布媒體或討論藝術

與音樂問題，而 RockInChina 這樣的資料庫，則集結群體力量來記錄一個不

斷成長的當代風格與表演者領域。這些數位傳播工具比打口片更具「相連網絡

                                                 
3 想瞭解更多打口片相關資訊，可見這兩篇貼文：

http://www.norient.com/html/show_article.php?ID=97 or 
http://www.rockinchina.com/w/Da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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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它們推動跨國界的互動4，使聲音、藝術、音樂與概念在北京內外不

斷流動。中國藤網站就存在於這個文化洪流之中，如前文所述，FM3 的相關

貼文便運用這些社群媒體中心收集各種內容，同時將詮釋與詩學材料也推入這

股洪流當中。這個網站就像生態系統中的有機體，代表目前媒體景象 

(Appaduarai, 1990) 中的一種藝術教育策略。 

本論文探討的最後一組數位工具或有機體，是文化生態中藝術家創作使用

的硬體與軟體。從功能強大的應用程式與錄製硬體，到如唱佛機使用的數位晶

片等簡單工具，過去十年來，北京各地各種風格類型的藝術家越來越常使用科

技產品。日益普及的音樂創作與散布數位科技，是北京文化生態當中的重要元

素，同時也是各種文化生態之間的連結或共同元素。全世界藝術教育工作者與

學生也能使用北京藝術家所用的大部分工具，因此，將唱佛機聲軌加以混音，

就等於在參與這個文化生態，並針對過程與美學實踐進行批判性學習活動。數

位化科技如此演變成一個宏觀生態，代表創作與學習藝術時的另一層脈絡與背

景。 

 除了上述北京實驗音樂文化生態中的數位元素之外，人與地方也以動態方

式建構出一個具體環境。由於篇幅的限制，我無法在此進一步探討這個面向，

但我們不能忽視這些元素，因為這會誤導讀者，以為數位化就是北京文化生態

的最重要成份。我在此強調數位工具與科技的目的是說明它們在創意、傳播、

記錄與詮釋音樂藝術與文化中扮演的角色。 

簡而言之，我認為生態隱喻為藝術教育策略提供至少三種重要工具： 

1. 一個藉由關注環境（例如北京）、聲音（由各種類型、風格與方法再現的

作品）和創意實踐之間的互動關係，來「定位」音樂的方法。 

2. 一個記錄特定社會地理環境中，音樂實踐「流動」的方法。 

3. 一個重視元素（「有機體」）在系統內外的運動歷程，關注變化與持續性

之間動態關係的彈性詮釋或分析方法，以至於「變化」成為持續變動環境

中的「不變」力量。 

我認為生態隱喻與模擬訪查之間存在細緻的關聯性，因為兩者都反映了創

意實踐的過程與互動關係。模擬訪查是透過探索藝術家使用的工具、材料與美

學典範，建立一種藝術詮釋與學習策略。因此，它也是進入文化生態的一道入

                                                 
4 請注意，雖然在中國境內無法取得所有網路服務，但境外使用者仍可以張貼與中國境內藝術
家相關的網頁內容。此外，如果張貼或存取這些網頁內容的服務遭封鎖，中國境內的使用者

也可以判斷要以何種方式來取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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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這個入口兼具了教育與實驗意義。對於這種策略的研究我才剛起步，希望

未來能廣泛應用在中國藤網站的貼文上。Doug Blandy 曾說，藝術教育是人們

創作與學習物質文化的「網絡」(2011)。我想進一步指出，此處討論的 FM3 貼

文就是進入這個網絡的一個入口節點，而未來的貼文也將形成更多的節點。參

觀網站的訪客可以使用受訪藝術家曾使用的工具、平台與資源，而那些跨越地

理與社會空間，連結人類與意見的數位傳播與文化網絡，也使得這些工具能廣

泛散布。藝術教育工作者可以採用這個策略和特定材料來創造動態學習經驗，

將創作過程當成文化生態中的教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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