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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 ! ! !听起来似乎有些荒唐，但当你站在明和
电机的作品面前，看现任社长土佐信道带领
着社员们操作起复杂的机械，关于机械的传
统印象，或许也就此改变。

日本著名机械装置团体明和电机的个
展“超常识机械”正在上海明当代美术馆上
演。这是享誉世界的明和电机首次在中国
大陆举办个展。而据明和电机现任社长土
佐信道介绍，本次展览的规模也是明和电
机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个展。他们不仅带
来了著名的四个系列的逾 !""件作品（筑
波系列、鱼器系列、雪绒花系列、声音系
列），更为中国观众带来了令人难忘的“疯
狂音乐会（#$%&' #()*+$,）”。这可能是近期
最走心的展览之一。

原本面目荒诞的机械渐次发出奇异的
乐音和声响。这一群看似木讷的创作者们，
与机器为伍，演奏起了欢乐而活泼的音乐，
机械本身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机械的意
义似乎也在此修改：是否可以开疆破土探索
未知已不再重要。在独树一帜的音乐中，这
些看似冰冷的机器，重写了“有用”和“无用”
的传统，重新构筑了自己的价值。

承袭自!"年代的
!明和电机"

初次听到“明和电机”的名字，相信大多
数人都会将之同各种生产小型电器的厂商
联系起来。而事实上，这个风靡世界的艺术
团体，也确乎与多年前的家电厂有着渊源。

明和电机厂原本诞生于 -./"年代，为
松下电器及东芝等大公司代工真空管。全盛
时期员工超过 -""人。十余年经营之后，电
机厂倒在了 -.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之中。
到了 ."年代，老社长的两个儿子土佐正道
和土佐信道，重拾了这个留存在他们童年记
忆中的名字。只不过，兄弟俩有着完全不同
与父辈的思考与野心———摆脱了机械本身
的实用意义，他们以“1()2+)2+ 3%*45)+”为
名，心安理得地创造着“无用”的装置———工
厂变成了乐队，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子承
父业”。

-.0"年代的时代风烟在后来也为明和
电机的作品增添了些许独特的光晕。很多年

以后，在哥哥土佐正道退去社长之位，弟弟
土佐信道成为明和电机的新社长后，土佐
信道还能想起 -.0"年代，世界发生的种种
剧变。当时的人们也已意识到，每个个体都
身处人类历史的重要洪流之中。阿波罗登
月计划，将人们的视线扩展到广袤的宇宙；
电视机的出现，也永久地改变了人们摄取
信息的途径、观看世界的角度和思考问题
的方式……

在电机厂的轰鸣和机械创造的一个个
惊喜之中，土佐信道两兄弟在自己的人生轨
迹里摸索前行。-..6年，“明和电机”归来。
二人依旧身着父辈穿着的蓝色工人服饰，在
轮廓棱角分明的机器中穿梭游走。只不过，
他们的野心不在于创造改变世界的实用机
器，而是演奏出自己的声音———机械与人类
的奏鸣曲。

所有的乐器都由社长土佐信道自己发
明创造。而延续了电机厂时期的“习惯”，社
长将每一次表演都打造成产品推介会，演出
团队的成员依旧以电机厂时期的社长、科
长、研究员、雇员相称。而那些怪异中透着天
真和可爱的奇异乐器，也在精心的编排之中
成为舞台上最耀眼的风景。
“7$(8+)！”舞台上，这些机械伙伴偶尔

“发脾气”，此时土佐信道则会略显无奈又俏
皮地吼上这么一声，像是工厂机器坏掉了，
召唤工人们赶紧来修理。只不过，这些机器
不再承担着生产的责任，而成为了召唤人们
寻求快乐，回归本心的“伙伴”。

从创造机械的过程#

回归人本身的意义

对于土佐信道来说，创造机械用以演奏
音乐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乐器及音乐本身的
一种回归。“乐器的发展过程，是咒术性下
降，技术性上升的过程”。在乐器只剩下演奏
的功能时，附着在其上的神秘和神话性离我
们愈发遥远。而土佐信道要做的，就是重新
找回乐器本身的那份不可言说的神秘“咒
术”。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明和电机的
著名作品“电音蝌蚪”。这个外形萌萌的蝌蚪，
是明和电机最广为人熟知的作品之一，曾在

各大玩具展上备受青睐。电音蝌蚪外观设计
为音符标志，音符的尾部也是蝌蚪的尾部。圆
鼓鼓的头部，画上了一对圆圆的眼睛，神似可
爱的蝌蚪。它的演奏方式也并不复杂———一
手按压蝌蚪的尾部，以控制音高。最有趣的部
分在于，你可以用另一只手捏捏蝌蚪的腮，而
蝌蚪就会唱出音色喜感的旋律。

电音蝌蚪也是土佐信道最常演奏的乐
器之一。无论是《天空之城》还是《欢乐颂》，
当社长演奏起电音蝌蚪，这一张可爱而略显
神秘的面孔唱出奇异迷人的音调，而音乐的
咒术似乎也回到了这张面孔之后———在乐
器的表情之后，隐藏着来自遥远过去的神秘
性和神话色彩。
除了电音蝌蚪外，明和电机的其他作品

也透露出土佐信道对自然和神秘性的思考。
常常被他背在身后的响指木鱼，以机械的支
架连接人的手指和两个木鱼。当你打起响指
时，位于支架顶端的木鱼也会随着响指的节
奏敲击起来，发出声响。土佐信道解释，响指
木鱼的灵感来自于他对因果和轮回的思考。
正如，打响指是“因”，而敲响木鱼是“果”。人
与机械相同，身处天地轮回之中，与万物相
互关联纠葛。演奏不再是机械性和技巧性
的，这个过程忽然展露出某种仪式感，让人
穿透看似荒诞的演奏本身，去寻找机械诞生
的本源。
“雪绒花系列”在明和电机的四个系列

中略显特别。这个系列的机械制造灵感，是
来源于土佐信道自己创作的科幻剧本。雪绒
花系列虚构了一个未来世界，男女两性分别
生活在地球与月球。这个系列以女性为主题
设计展开———在明和电机每一次的演出中，
舞台的最高处都会盛开四“朵”花一般的木
琴，正是雪绒花系列的代表作品。
对于自我和世界关系的探寻，是明和电

机经久不变的主题。而这个历史，可以追溯
到土佐信道创作“鱼器系列”。在日本文化
中，花道有花器，茶道有茶器———鱼器系列
也因此得名。土佐信道以鱼器，来寻求“我”
究竟为何物的终极答案。在这个意义上而
言，所谓无用的机器（1()2+)2+ 3%*45)+），其
实并非真正的无用，而是超越了工业化大生
产后人们对机械已经固化的认识，重新回到
它作为人类想象力媒介本身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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