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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击的共鸣：隐秘身份的声音与书写

来源：昊美术馆

撰文：策展人 祝羽捷

在徐今今的艺术境界里，她首先是一位诗人，将诗学作为探索语言与文字深邃关系的灵魂。

这让她的艺术之声独树一帜，不仅因为她在寻找与塑造女性之间未被言说的秘密语言，这一

探求本身就是一种对存在深层次的质问和对话。自 2017 年起，徐今今在 Thomas J. Watson

基金的资助下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九国之旅，她在亚非欧的边缘地带收集有关流离失所女人的

秘密、渴望、忏悔和眼泪。她借鉴社会学的方法论，深入探索女性的生活经验，并以诗意的

触感，将材料与创作融合，转化为鲜活生动的表达形式。她的艺术实践，在影像、声音装置

及行为艺术等诸多媒介之间穿梭，展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炫技，而是深入探究语言与存在之

间微妙且紧密的联系，揭示了它们之间交织的纽带。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来自四面八方的离散的女性声音汇聚，编织成展览“叩击”的首

章“她史：集体音景”。作品《如果可以，你会听见什么？#1》，徐今今通过她那富有地域特

色的影像装置，巧妙地勾勒出了一张声音地图。这些声音不仅是她们的回忆录、自传和档案

的生命轨迹，更是她们发声当下所遭遇的挑战与机遇的见证。在这些被边缘化和忽视的声音

中，身份认同、对家园的渴望、语言的差异以及离散的经历，成为了重复出现的主题，引发

人们对存在的本质进行深层次的反思。这些声音，困束于未被听见的边缘空间，不仅仅是声

音本身的叙述，而是关于个体如何被迫流离失所，以及为何难以逃脱固有境遇的哲学探询。

你将置身于一个由全球各地收集而来，携带着不同语言和口音的女性声音编织成的复杂网络

之中。在城市中常见的廉价苍蝇网装置，苍蝇一旦误入其中，便再也难以自由离去。这看似

平凡的情景引发了艺术家的深思，这一场景投射到人类的生活之中——人的离散，也许与苍

蝇被困相似，但更加复杂的是这其中涉及更为深层次的心理、情感、社会和文化因素。

这个用苍蝇网设置成圆形“剧场”的空间，通过手中的“声音地图”，引导你沉浸在女性群体低

语细语的集体记忆中。在穿越这由世界各地女性声音构成的苍蝇网时，这个圆形“剧场”成为

了一个共鸣的场域，邀请观众倾听那些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低沉的女性集体的细语。

这个用苍蝇网设置成圆形“剧场”的空间，通过手中的“声音地图”，引导你沉浸在女性群体低

语细语的集体记忆中。在穿越这由世界各地女性声音构成的苍蝇网时，这个圆形“剧场”成为

了一个共鸣的场域，邀请观众倾听那些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低沉的女性集体的细语。

装置中使用的布料（床单、帷帐、枕头等），也源自这些女性的家中，且这种碎片化的呈现

方式质疑了观者习以为常的边缘视角。艺术家将柔软的纤维浇灌树脂，生命的温度和柔韧被

凝结成僵硬的形态，触摸时却带着一种平滑如丝般的触感，仿佛触摸的是真实的肌肤。然而，

橡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老化，就如同生命终将消逝，柔软与僵硬、生命与消亡之间形成了一

种强烈的对比。为了保护这些女性的身份，她们的脸部在作品中被刻意遮掩。在处理这些珍

贵的第一手资料时，徐今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反思，旨在找到一种既精确又敏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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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讨论摄影的伦理问题时，徐今今选择了一条更为谨慎的道路，

避免直接对抗这些问题，而是探索一种更为中立和平衡的视角。通过这种方式，她不仅深刻

反思了摄影媒介本身可能带来的道德困境，同时也对如何在艺术创作中保持真实性和责任感

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第三篇章“她诗：叩击”，女书的研究与女性的声音巧妙融合，共同谱写了一曲女性的颂歌。

文献展示了纪录片、照片、日记、以及手机对话等多种形式，是八年来徐今今关于女书及女

性声音的文献研究成果。在这个文献空间内，观众得以见证、聆听并深入了解这些匿名女性

的生活，同时反思记录诗学的意义及其伦理维度展览特设双屏播放的纪录片《在女性庇护所

之外（II）》，同时，声音装置巧妙引导观众走向展览的高潮。

穿过这一序列的呈现，观众将步入最后的神秘空间——一个由“叩击”的雨滴声场构成的环绕

音响体验。这里的声音，仿佛雨点轻抚大地，时而宁静，时而激昂，引领展览向着最终的高

潮迈进。这一段落深刻表达了当我们感觉到无法用言语发声时，唯有通过身体的叩击，我们

才得以被听见。这一部分灵感来源于一个观念：“女人是水做的。”

雨滴的形态借鉴了来自全球百余位女性的声音，这些声音通过女书的文字，编织成一幅宏伟

的集体女性诗歌。《"如果可以，你会听见什么？#8：面向大地，我们叩击》通过雨点轻敲

锅底的声音，放大了每位女性创造的独特“诗歌”，女性们通过叩击这片土地，发出了她们的

声音。这一节不仅是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也是对她们在世界各地所面临挑战的有力

呼应。

在探索语言和文字在表达女性复杂情感和思想时，徐今今将诗学和“女书”的联系与它们对文

字在艺术创作和社会实践中功能。从符号学视角，“女书”不仅是一种文字系统，而是承载特

定群体经验、知识和价值观的文化与社会实践符号。它超越文字本身的意义，成为连接历史

与现实、个体与集体、内心与外界的纽带。“女书”挑战传统符号权威，是女性争取话语权和

自我表达的象征。它反映了身份、性别和权力关系，是一种文化实践，映射社会中的性别分

工和女性地位。“女书”象征对传统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反思和超越，是语言创新的反映，也是

对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深思。它是理解人类如何通过符号构建文化、社会关系和

个人身份的窗口，引发对语言、符号和文化传播本质的反思。

诗学和“女书”展现了语言和文字在表达、沟通和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诗学强调语言在艺

术表达中的创造力和情感力量；而“女书”，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实践，揭示了文字在个体身

份、社区联系和文化传承中的角色。徐今今深植于诗歌的根基，跨越影像、声音和行为艺术，

探索语言与存在的边界。她通过揭示亲密关系中的禁忌、母女对峙、被遗忘的个体记忆，以

及挑战共情极限的关系，构建了一种新的“见证诗学”（poetics of witness)。这种诗学不仅捕

捉边缘化声音，挑战观众的认知，也深化了我们对人类存在和相互理解的探讨。通过对亲密

关系中的禁忌、母女间的紧张对立、在社会纹理中逐渐消隐的个体记忆、后人类的追问，以

及那些挑战我们共情极限的陌生关系的细致审视，她的作品捕捉并呈现了那些隐藏在日常生

活底层的回声、梦呓和方言。

此研究项目“叩击”展现了一种多元融合的创作实践，它通过影像、纪录片、文献、声音、文

本、行为和装置等多种媒介形式，构建了一场跨界的艺术体验。“叩击”灵感源自徐今今诗句

“Against this earth, we knock”。“叩击”，既是动作也是声音的回响，体现了女性向彼此及世



下载来源 www.artdisk.cn 第 3 页 共 3 页

界发出的诉求和表达。本项目深受女书最后一位自然传承人何奶奶的影响，她曾感慨“女书

是天上流泪的星星”，因为每次她的外婆书写女书时，眼泪便不自觉地流淌——女书既是向

世界述说苦难的方式，也是一种倾听的艺术。

此研究项目“叩击”展现了一种多元融合的创作实践，它通过影像、纪录片、文献、声音、文

本、行为和装置等多种媒介形式，构建了一场跨界的艺术体验。“叩击”灵感源自徐今今诗句

“Against this earth, we knock”。“叩击”，既是动作也是声音的回响，体现了女性向彼此及世

界发出的诉求和表达。本项目深受女书最后一位自然传承人何奶奶的影响，她曾感慨“女书

是天上流泪的星星”，因为每次她的外婆书写女书时，眼泪便不自觉地流淌——女书既是向

世界述说苦难的方式，也是一种倾听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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