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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音樂溝通的新模式》 

 

     現代潮流興起音樂 Apps，創作的程式、瀏覽曲譜、聆聽音

樂輕而易舉，全球變得普及化，我們可以 DIY 自己創作音樂，樂

在其中。只要大家手上有一部智能手機，下載音樂串流服務供應

商的應用程式，就能夠輕易聽到全球最新最齊的音樂。隨 數碼

音樂的普及，網上 YOU-YUBE 自由分享播放，卡式錄音帶已經變

成歷史文物，所以，近年會買唱片的人及購票欣賞音樂會的人就

更加越來越少。只要下載喜歡的音樂 Apps，無論基本功能是免費

的，或是需要付費才可專享用的，總能夠隨時隨地享受無限量的

收聽。 

 

     然而歲月流金，讓人可以長久愛上音樂，實有賴無數的音

樂家肩負起弘揚音樂藝術文化的使命，創作流芳的心血結晶，藉

著音樂會及 MV 視像紀錄，將其演繹呈獻出來，發揚光大。雖然

無人知曉能否百花齊放、萬世傳頌。但總需要有人發表推廣，以

音樂為交流平台，奏出美妙的樂曲。我們多爭取表演的機會，舉

辦音樂會、錄製影帶、電視傳播等，將其開花結果。 

 

     開啟音樂溝通的新模式，是記錄表演錄像的新媒體，並且

展現生活享受的形象，社會文化傳播的技術，歷史承傳的階梯。

不分年齡長幼及性別，都朝向新的科技能力，發展現代遠近無界

限的接觸，音樂成為交流的橋樑，讓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方便、快

捷、清晰。科技一日千里，發展不斷，只要緊隨步伐，將來分享

交流音樂的生活自然追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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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句》                  馬寶月輯錄 
 

冼星海~音樂是人生最大的快樂，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流，是

陶冶性情的熔爐。 

 

馬可~一切偉大的音樂家, 總是繼承著民間音樂所提示的方

法和方向， 做進一步的藝術加工，而不是與他的方

向背道而馳，任何天才一旦違背了民間音樂的這種

傳統，他的作品就會脫離人民，降低價值。 

 

海顿~藝術的真正意義, 在於使人幸福，使人得到鼓舞和力

量。 

 

蘇霍姆林斯基~音樂教育不是培養音樂家, 首先是培養人。 

 

海顿~當我坐在那架破舊古鋼琴旁邊的時候，我對最幸福的

國王也不羨慕。 

 

亞里士多德~我們還要說音樂應該學習, 並不只是為著某一

目的, 而是同時為著幾個目的，那就是教育, 淨化, 

精神享受, 也就是緊張勞動後的安靜和休息。 

 

海湼~音樂是一種需要用時間加以衡量的精神元素。 

 

孟德爾頌~在真正的音樂中, 充滿了一千種心靈的感受, 比

言詞更好得多。 

 

柴可夫斯基~音樂是上天給人類最偉大的禮物。 
 

 



《音専人的服侍精神》  **********  音専校友羅尚珠 

 

     我每次回到音専都有一種親切感；是來自徐校長，音

専校友會眾委員和同學們的熱情歡迎和招待。就像回娘家

那樣溫暖的感覺。與此同時也有一種熟悉的感覺；就是我

們音専校舍的面目—使人回想曾經在這裡和同學一起上課，

學習音樂知識和音樂技能。 

 

在徐校長帶領下；音専實踐傳承使命，再闖高峰！在

神的恩典中屹立不倒。音専；一，有擁抱異象去努力培養

學生的專科音樂技能和知識；二，前人預早計劃讓繼任人

按步就班地承擔領導音専的職位；三，提攜後輩，給予機

會，幫助他們建立委身音専的使命。  

 

寫這篇文章，心情真是百感交幾。當大家收到月刊時，

能抽空多些參加音専的聚會，欣賞和支持音専，是我的願

望。因為音専是上帝賜給我們的。如聖經的詩篇一二七章 1

節：『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

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繼續傳承使

命，建立上帝賜給我們的音専繼續發揚光大，培養出更多

的音樂專科人才，榮耀主名！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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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坊匯演 2017》       蔡 玉 琴 

 
 

藝坊匯演 2017已於九月十七日圓滿結束，此活動的宗旨是為

校友及其學生或親友提供一個交流和分享藝術的平台。雖然標題

以藝術無分界限作宣傳，但無獨有偶報名的跟去年一樣都是音樂

項目，演出的有器樂及聲樂作品，合共有 10 個演出項目。11名

演出者當中有學生也有老師，有的去年也曾參與今年捲土重來爭

取更多演出經驗或學習機會。節目內容多元化包括： 

 

 三個鋼琴獨奏： 

 梁美雪(五級)―演出曲目： 

 Nocturne in C sharp minor by F. CHOPIN 及 Forcing the Pace 

by C. NORTON； 

 
 Crystal Yau(ATCL) ―演出曲目： 

 Prelude from Partita No.1 in B flat BWV 825 by J.S. Bach  
 

 Kong Yee Ki(ATCL) ―演出曲目： 

 First movement of Sonata in D, K.332 by Mozart 
 
 兩個獨唱演出者分別是:  

 伍詠琪(五級)/伴奏吳慧琳―演出曲目： 

 Sailor Song by J. Haydn 及 Vergeblickes Standchen  

by J. Brahms； 

 
 梁俊勇(六級)/伴奏陳瑋琹―演出曲目： 

 Nymphs and Shepherds by H. Purcell 及  

 中國民歌--康定情歌(無伴奏) 



 兩項木管樂器分別有蕯克斯管獨奏： 

 
 周立賢―演出曲目： 

 Saxophone Concertino, Op. 78 by J.B. SINGELEE； 

 
 長笛獨奏，演出者陳俊文―演出曲目： 

 Partita in A minor BWV 1013 by J.S. Bach 
(2nd movement Corrente，3rd movement Sarabande  

& 4th movement Bourree Angloise) 
 
 弦樂方面有小提琴獨奏，演出者黃永康―演出曲目： 

 Partita no.3 in E major BWV 1006 by J. S. Bach  
 
 銅管樂器有小號獨奏，演出者盧朗然―演出曲目： 

 Home Sweet Home (Variations) ranged by J.B. Arban 
 
 最後是鋼琴二重奏，演出者吳慧琳(Constance)、Jeckel―演出曲

目： 

 First movement from Piano duet Sonata in C, K.521 by Mozart 
 
 

 校友會主席黃寶玲致詞後匯演節目開始，匯演司儀區品聖除

介紹節目外也同時講述一些樂器來源，最後由徐允清校長給演出

者評語及鼓勵。這樣的形式令台下觀眾同樣也有學習機會，例如

從司儀介紹蕯克斯管獨奏時我得知 Saxophone 原來是 Sax 與朋友

J.B. SINGELEE 合作創造出來的；而徐校長在節目尾聲時提及音樂

方向感，以平靜的沙灘浪聲一來一回作比喻教導我們如何處理樂

句的漸強漸弱等，在一個多小時的節目中感覺非常充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