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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ā yīn八度音阶项目：八幅发声的画作 

一种创造声音的视野/破坏法 

www.8sounds.guil lermoaymerich.com 

博士教授 GUILLERMO AYMERICH 

 

摘要： 

本项目以 Bā yīn（八个音阶／音色）为指导原则，以音乐连接绘画，以西方的方式诠释

东方的观念。项目将按照八音系统制造八件有声绘画（亦可被 视为八种新型乐器）来进

行演出与录音，这即是一种无常的绘画。将有四个跨领域的呈现方式：展览、音乐会、

表演和“微型机器人芭蕾”。在“微型机器人芭蕾” 里，八组机器人阵列将演绎一种新

世代的绘画：由新绘画触发出的新音乐。在不断生成与无尽寂灭的相互对抗之中，音乐

和绘画达成了共生。 

简介：八音项目试图探讨绘画与音乐之间的关联，以西方的方式诠释东方的观念，造出

八种声音与绘画的混合体。持续对微妙的能量与共鸣保持警觉，并 且时刻准备好深入洞

察，即是一种中国式的敏感。事实上，中文是一种声调语言，而音色就是这种乐音的灵

魂。改变音色就等于完全改造了一件音乐作品。中国文化 中的任何方面都不是一个独立

的现象，而是与生命中各个不同的因素密切关联，催生出一种特殊的宇宙演化系统。八

音的诗句出自《三字经》（南宋），一部包含着 新儒家集教育、道德与哲学三者为一体

的理念的文化经典。但对音律和音色的认识却始于公元前七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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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该项目旨在建立一套系统，把这些方法带到音乐和绘画中去，让两者相互交融，

发展，展示和一致执行，以一种平行而又相互绑定的方式。相互关联但是又伴随着相互

毁灭，以此来召唤一个生命能量的永恒周期。 

八音系统通过连接组织当中一些其他的元素来组成，它包含材料／声音、定位、季节、

颜色、元素和道教的八卦（图1）。 

 
   

 
图1: 八音系统图表。 图2: 我们提议的我们的八音系统配对路线。

 

连接 音乐／绘画：我们现在来运用八音图表做一个操作图，运用这些元素规划路线，

将主要配对与次要配对交叠，然后运用到我们到微观系统中， 这样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凡

的视觉结构，进而用来控制有声画／乐器在系列中的顺序，也运用于我们的三叶商标当

中。并且（图2）。 



 3 

    
图3: 材料／音色。声箱中的序列取决于音券和木纹的方向。 

 

现在我们用此类材料作为封面为它们绘画，提取8中材料绘制8幅画：鼓, 葫芦丝, 锣 , 快

板 , 帛, 黏土 , 杜梨木 ,纸镇。 

 
图4: 小回音室，伸缩木管及主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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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运用简单的数值排序，将总共204片乐器分别嵌入8个主声箱（图3）。 

 

每一个有声图画都有自己的小声箱一起放置到主声箱里，各归其位。依此类推，每个小

回音盒里面都有一个可伸缩的木管，根据控制长短来改变发音。在主声箱里面木管的长

度和分布遵守以下4个准则：视觉构成，中西方数学理论的数列排列，中方音乐价值理

念和西方音乐准则（图5-8）。 

 

音乐：符号范围和木管长度， 

 

                 
 
图5：调音遵守视觉组成。木管长度以厘米为单位。 图6：调音遵守西方音乐准则（钢琴）。

 

         
 
图7: 调音遵守中国古代名著洛書九宫格理论。 

以英尺为单位。           
图8: 调音遵守中国古代名著律呂理论。 

以中国尺为单位。



 

 

 

格式：每部画幅对应描绘所属材料／声音，视觉体现以数据排列，季节，颜色，元素以

及道家八卦定位。使用红，黑，青和白等8套色系。 

 

创作过程：逐一对敲击画作上不同扁格产生的声音进行录音，画作在击打时

受到磨损而灭失的过程，影响了声音的形成和扩散。 

来自中国和西方的各四位音乐家将在聆听这些原始录音资料的基础上，以指

定的四种音乐艺术模式为对应的画作谱曲。音乐家在创作过程中会被要求和

建议贯彻“声音的消逝”这一理念。绘画及作曲的创作过程都将围绕着“消

逝殆尽”而展开。 

我们要如何才能用洪亮的乐曲来呈现出视觉消逝呢，仅仅是以声音减

弱这一方式来表现嘛？ 

 

格式展示： 

一：绘画作品原声展览，展览中展现了8套有声画，敲击鼓槌，和8位音乐家创造

的“消逝性”循环乐曲，观众也可以参与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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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簧管低音和有声画的二重唱，一场需要一名作曲家的演唱会，保持“消逝性音

乐”的理念。 

 
 

三：电音三重奏， 

。由单簧管低音演奏家跟随原配乐进行作曲表演； 

。有声画由一名舞者即兴击打； 

。由电音音乐家即兴创作并以音乐的方式与现场共鸣这样的声音传递给观众。  

    最终到达观众的是音乐：一半追随原曲，一半即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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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型机器人芭蕾，8组机器人在每个有声画产生的声乐刺激下按照设计的程序起舞。

但是每个机器人之间又与彼此有舞步的互动。软件由ARDUINO编程功能控制。硬件则

是相互对应的异国木材。 

 

主声箱背面朝上的时候里面的部分就成为舞台，这样我们可以首次窥见由不同长度的伸

缩音管和一个以8个砚台为基础组成的中国城市地貌模型，它们被雕刻在每个主音盒内

部的侧边, 对声音的传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内部舞台用玻璃覆盖，这样为潮湿的颜料留下一些空间， 这样机器人们涉及之处便会留

下颜料的痕迹并成为机器人轨迹样本：双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匍匐机器人，轮子机

器人，履带机器人、螺旋弹簧机器人、球形机器人和带翼机器人。  

 
 

 

结论：整体工作思路， 

画作最初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音乐// 

将画作转换为声音的过程既来自于对画作上镶嵌片的敲击，也来自于助音器内部隐藏雕

饰对音效的影响（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均不可见，只有在机器人芭蕾部分转换为可视效

果）// 

画作的销蚀和最终的消逝创造了音调变化// 

机器人根据音乐产生位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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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器人的排列组合创造了全新的画作// 

 

通过记录机器人（模型）绘制的图形，我们得以再次在销蚀了的画作上重新进行创作。 

新一轮的再编辑、摹绘的过程被重启，是对重写本（palimpsest）技艺的革命性发挥。 

我们设计的这套微系统是自启动和自毁系统的结合体，是音乐与绘画两者间相互结合并

延续发展的体现…音乐与绘画可持续发展！ 

 
笔记本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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