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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黃寶玲

　　　　 　 　　　　
在人生旅途中，我們走過許多路段，有幸大家相遇相知在音專，就

好似去到一個「車站」的集結點，停留一些時間便離開了。這個站是你

人生旅途中第幾個站？是學音樂開始的第一站、中轉站、停留站，還是

終止站？你曾經停留在這裡有多久？離開後，你可曾回來探望這個站？

有多少人和事讓你掛念、感動？

當然，你知道人事都會改變，可能當你回到音專時，已經無法見到

你認識的人，室內的面貌亦修改了，然而，音專的歷史冊都隨著歲月而

加添厚度，在你行過那個階段，隱藏心中的記憶無法改變、無法塗抹、

無法替代。你的人生也曾活在音專的歷史一頁裏，或許偶然發現你在音

專的點滴會於腦海中盪漾，顯映出學習時光中的喜與悲、苦與樂，才知

道無論人和事都深深的成為不能磨滅的烙印。但願我們隨著時間的消逝，

任何泛起心中漣漪的雜念，都能被水沖淡、被火溶化，只帶著和平的心

回來這個車站，行一行、看一看、聚一聚！



我的作曲歷程　　　　　　　　　　　　　　　　　　　　　　馬寶月

未學作曲前，以為創作一首音樂並非難事，只要懂樂理懂樂器，將

melody寫出，配吓和聲便完成，所以憑著三腳貓功夫，不知天高地厚

去參加全港流行曲創作比賽，幸運地入了30名，但沒有獎(10名才有獎)。

之後，醒覺如要提升作曲程度，需要進深去研習，於是開始了作曲歷程。

將自以為嘔心瀝血的一首首短曲，交给作曲老師批改，希望從中得

到讚賞，自己也可得到安慰之際，誰知只是聽到老師輕描淡寫的說: “ 

這已是你最滿意的作品了嗎？？？ ” 登時匆匆將作品取回，應允再作

修改。

回家發呆的想，自己是否不應在作曲發展呢？眼見deadline已到，

可是想到頭都爆，想到的音符怎也不覺滿意，明明知道自己没有作曲天

份，但是也願努力去作，朝這方向去實現自己理想，因為期待有朝一日

奇蹟出現，自己的作品得到認同，就是最好的收穫！ 

　投稿
『專心』期刊歡迎大家投稿，希望更多校友，分享你們的音樂生命歷程、學習、

音樂的新知，讓彼此激勵進步。投稿之文章請以 WORD FILE 電郵至

hkmiaa@yahoo.com.hk，如想宣傳預告音樂會，必須配合時間、

編輯內容及版面，『專心』期刊由校友會編輯委員會決定刊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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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無絕對，只有真情趣　　　　　　　　　　　　　　　　　何殷達

幾年前在網上聽英國結他演奏家 Julian Bream 彈奏西班牙作曲家Isaac 

Albéniz的作品 Sevilla，立即被作品的節奏吸引，心想有一天我也要把這首

曲目彈出來。

此作品原是鋼琴作品，結他譜都是改編的。在網路上找到八個結他版本，

兩個鋼琴版本。我嘗試將它們作個比較，慢慢發現到過程比想像中困難。先

不談對音符的取捨，在兩份鋼琴譜中，最少有三個地方有明顯的不一樣。在

這份鋼琴譜，這個音跟那個音有連線，在另外一份卻沒有，那應該是彈一次

還是兩次？結他的版本有更多的變化，同一個和弦，有的選擇四個音，有的

選擇一口氣掃撥六條線；有的版本追求與原作接近，可惜「繞口兼劖手」，

難度很高；有的版本馬馬虎虎，錯音處處，但勝在「親民」，附上六線譜，

易於辨識；有的加入泛音與少量敲擊，卻很有說服力。

正當我苦於如何選擇的時候，師兄余敬賢就提示我選個簡單而又可彈奏

的就可以了。這實在是當頭棒喝，絕對的事情用絕對的態度，相對的事情用

相對的態度。現在先按自己能力範圍內去彈奏，將來能力增加了再作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