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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無聲合唱團還未能撐起專場演出，不過李博、張詠二人皆認
為演出有助孩子們由自卑變得自信。然而，每年50萬元人民幣的經費，
除了中華思源工程基金會贊助的10萬元，更多的是李博及張詠自掏腰包
補貼，但二人也希望合唱團繼續運作下去。張詠亦承認碰到不少困難：
「由於師資力量有限，培訓時間根據學校的教學來制訂，有時剛剛培養出來
的孩子要離開合唱團，又要重新開始。」李博則冀望無聲合唱團的經歷給殘疾
人藝術培訓帶來新啟示。「我們現在有3套課程體系教授聾啞孩子發聲，目前只
有文字大綱，希望更多人參與，將這種培訓方式在中國聾啞人群中推廣。」

持續營運最頭痕

2013年，李博和張詠組成的樂隊經常在北京各地演出。二人在北京街
頭聽到一名聽障人士的歌聲，聲音乾淨、純
粹，好像整個生命都在吶喊。李博及張詠被這
聲吶喊觸動心靈，更萌生尋找聽障人士錄製聲音
的念頭，素材用於藝術創作，讓更多人聽到這種
純粹的聲音。經朋友介紹，二人來到廣西凌雲縣特殊教育學
校組織合唱團，李博將自己的工作時間壓縮至寒假與暑假的
4個月；張詠不僅退出了在廈門經營多年的酒吧，更把自己
的妻子拉進合唱團的教學之中。

藝術項目變公益

李博、張詠皆認為這份工作受益最大的是自己。「無聲
合唱團是一個藝術項目，也是一個公益項目，孩子們才是公
益的主體，他們用自己的聲音鼓舞和感動着聽過他們唱歌的
健全人士。」合唱團成立初期僅得9個孩子，李博和張詠各
自分工，一個負責對外溝通，一個負責研究教學方法。李博
指剛開始時困難重重，其後嘗試跟孩子玩及一起生活，大家
彼此信任了，教學才真正開始：「從未講過話的孩子們舌頭
軟弱，不知道如何掌握發聲技巧和細微感知，同時也很難集
中注意力。」孩子們學會發聲還不夠，為了一張嘴就能精準
發出自己被分到的音高，要盯着校音器反覆練習。為了讓聲
音更穩定，孩子們每天都要背部緊緊靠着牆面，踮起腳感受
自己丹田。

直豎拇指代掌聲

轉眼到了成軍第4個年頭，在臨近第27次全國助殘日，
無聲合唱團在廣西凌雲縣禮堂迎來了第一次登台演出。李博
回憶道： 「1分鐘的演出，孩子們整整花了4年訓練，他們
用自己的『缺陷』表達自己，這是一個突破。」 2018年8
月，14名聾啞兒童組成的無聲合唱團在北京音樂廳舞台上以
「啊」聲演出《無聲三部曲》，逾千座位爆滿，12分鐘的合

唱結束後，替代掌聲的是每位觀眾將大拇指豎起來，
送給這群聽不見掌聲的孩子。一位為合唱團伴奏的結他
手老師坦承自己邊流淚邊完成伴奏。至於李博眼中，這
些孩子掃走健全人士與殘障人士之間的鴻溝，刷新了健全
人士對音樂的理解，這才是真正的藝術。

貧困礙兒童發展

無聲合唱團由最初的9人發展到現時的20人，地
點也從百色市凌雲縣搬到桂林市，人數增多及環境改
善，孩子們也逐漸長大，有的大學畢業後回到凌雲縣
特殊教育學校成為老師；有的在大學深造或者準備考
職業高中；還有的回到自己的村莊陪伴在父母身邊。李
博說：「孩子們或許會回到大山回歸平常生活，但是合
唱團帶給他們的自信會永遠陪伴他們。」據了解，合
唱團成員大多都是來自貧困戶家庭，孩子們的父母
大多出外打工，因此與祖輩生活
在一起，阻礙他們的不是殘障
而是貧困，與父母交流少，
對外界訊息不甚了解，因此
一些高科技助聾啞人士產品
根本接觸不到。不過，加
入合唱團的經歷，讓他
們對自己沒見過的事
物感好奇，
而不是
恐懼。

無
聲
合
唱

團 聽障兒
童
的
舞
台

6年前，北京
音樂廳的一場12分鐘演出，讓

新銳畫家李博和音樂人張詠發起的兒童無
聲合唱團走進大眾視野。現場逾千名音樂愛好者

被14名聽障兒童的天籟之聲感染點讚，不少人還偷偷擦
去眼眶的淚水，場面令人動容。6年過去，合唱團成員們陸
續長大，有人堅守也有人離去，在中華思源工程基金會的幫助
下，合唱團從廣西百色市凌雲縣特殊教育學校搬到桂林市聾啞學
校。如今，無聲合唱團已成軍11年，助這些聽障兒童走出封閉的世
界，收穫自信。 文：石華、圖：深圳傳真

■張詠期望音樂成為聽障
孩子們的終身事業。

■一班聽障兒童站上「中國音
樂聖殿」之稱的北京音樂廳台
板，改變一生。

■李博希望無聲合唱團
能夠長久營運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