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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流行音樂教父」——鮑比達
入行60年，金牌製作
人鮑比達（Chris Babi-
da）老師是土生土長的
中菲混血兒，「其實我

的生命注定與音樂有關，14歲時父親
患病，為生活我入行了。他是一位音
樂人對我影響很大，記得那一次，在
彌敦道金巴利道的大樹下，他告訴我
如果喜歡音樂，一定要做一個全面的
音樂人，什麼都要去學習，包括電
影、歌舞劇、作曲、不同樂器等等，
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裏。」
在老師的人生路上除了父親，還有

一位重要人物，著名作曲家王福齡前
輩，「是的，《不了情》對我來說是
一個很奇妙的經歷，在一次作曲家及
作詞家協會的宴會上，王福齡先生鋼
琴演奏《不了情》，前奏起動掌聲雷
動，我仰慕不已，希望自己也有代表
作！想不到10年後，突然有一套電影
《新不了情》主題曲和配樂都落在我
身上，太奇妙了，是誰聽到我心聲？
其實那首主題曲注定是我的，當年我
住愉景灣，那個早上我準備拿兩首剛
寫好的歌過海給導演挑選。怎料我錯
過了 10 點鐘那班巴
士，在等待下一班的
20分鐘內，我寫多一
首，結果導演選了第
三首……假如我沒有
錯過那巴士，相信世
界上沒有《新不了
情》這首歌了。」
老師不斷的努力和

到外地學習，見證了
整個亞洲樂壇的發
展，甚至1983年紅館
的啟用，「其實我們

早在尖沙咀海城夜總會時，張耀榮先
生每晚都在台前欣賞表演，當時他就
將整個概念搬上紅館，我的大樂隊由
18人變成40多人，大牌如林子祥、徐
小鳳、張國榮、許冠傑、梅艷芳、甄
妮、羅文等等，每晚都非常熱鬧，檔
次不斷提升！」
其實老師曾在海峽兩岸暨香港的樂

壇工作過，這三地音樂人的態度可有
不同之處？「有的，好坦白音樂在內地
比較傳統，他們的品味比較嚴肅；台灣
的空間比較大，如果沒有台灣我也沒有
機會寫到八九個歌舞劇；香港早期好
好，八十年代好多一流歌手，今天是快
餐文化，我們應該放多點心機在製作和
指導歌手歌唱方面。藝人可分兩種，一
種是真的歌手，另一種商業味道重
的，一首歌不單止是好聽還有深度和
本身的靈魂藝術。我欣賞炎明熹，她
的歌聲領域很廣，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風格，可以溫柔可以澎湃，她好適宜
做歌舞劇！如果有機會為她寫歌當然
好，我是Open的，其實我最大夢想
在倫敦上演自己創作的歌舞劇，可惜
機會很微，年紀大了……」

其實老師創意不斷，也是第
一位將中樂帶到流行樂壇，如
林子祥的《在水中央》。本月
7至9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老
師入行60年的紀念音樂會「新
不了情」就是跟「香港中樂
團」合作，裏面有很多色彩，
我有兩位歌手胡琳和萬芳，我
從未給萬芳伴奏，好新鮮。
恭喜老師實踐了父親的期

望，貴為「亞洲流行音樂教
父」，可喜可賀，因為機會永遠
屬於有準備、有質素的有心人！

今次同大家介紹
自家炮製的豬膶炒
蜆！豬膶炒蜆是一

道口感鮮美、香氣撲鼻的海鮮菜
餚。這道菜結合了豬膶和蜆兩種食
材的獨特風味，深受吃貨的喜愛。這
道菜餚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代，隨着
人們對飲食的不斷探索和創新，豬
膶炒蜆逐漸成為了一道傳統的中國
美食。
在古代，豬膶和蜆都是人們飲食
中常見的食材，人們發現豬膶和蜆
搭配在一起好有創意，這不僅可以
提升菜餚的口感和風味，還可以使
菜餚更加營養豐富。因此，豬膶炒
蜆逐漸成為了人們餐桌上的一道美
味佳餚。
隨着時代的進步，豬膶炒蜆的烹
調方法也有所不同，人們可隨個人
的口味而改變，所以在烹飪過程中
也可加入自己喜愛吃的調料和配
料，使得口感更加豐富多樣。首先
把蜆清洗乾淨，然後可加入葱、
薑、蒜蓉、青蒜段、紅椒段適量等
材料，來增加香氣和風味；也可以

加入辣椒、少許料酒、醬油等調味
料，一道香噴噴的菜式就會變成鮮
甜惹味、口味獨特的美食。特別是
當豬膶吸收了蜆汁的精華，又帶有
薑、酒的勁道，簡直香氣四溢，吃
得十分過癮。其實在製作過程中也
非常簡單，一碟美味的豬膶炒蜆並
不難，只要掌握好火候和調料搭
配，就會讓肉質更加可口嫩滑又鮮
美，完全令你味蕾大開！
其實如今，豬膶炒蜆已經成為了一

道經典之作，深受女性喜愛，皆因它
是一種平民食材補品。不僅在家庭中
常常出現在餐桌上，也成為了各種餐
廳和飯店的招牌菜。人們在品嘗這道
美味菜餚的同時，也在感受着其中蘊
含的歷史文化和烹調智慧。不講不
知，現今好多舊式的食物都被淘汰，
例如一些舊式的菜式，已買少見少
了。但原來豬膶含有鐵質及多種維他
命，是一種豐富的食物。
總的來說，豬膶炒蜆成為了人們對

飲食的熱情和對美食的追求。希望這
道美味菜餚能夠一直延續下去，成為
人們生活中的一道美味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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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近年已將創新科技視為推動
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而國家「十四五」規劃
中，更將香港定位為國際創科中心；加上疫情
期間，大中小企都加速了數碼轉型，各行各業

均加入「科技+」的行列，而「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以至於大
灣區的融合等，均令香港對創科人才的需求，有增無減。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簡稱ICT）業界，早已面臨人才青

黃不接的問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電子計算系屬於大學
「神科」，往往是高考狀元的首選。但在科網熱潮爆破後，
尖子們紛紛轉而青睞看似更有「錢景」的醫科、環球商業，
以至會計法律等專業。ICT學系更一度淪為「水泡科」，即
成績未達入讀「神科」者的次選。
然而，在學生選修由一個極端去到另一個極端的同時，創

科卻沒有停止過發展。由開拓智能生活，到構建智慧城市，
以至自動化的日常通訊及娛樂，基本上都離不開創科的支
持；需求大，但業內卻一直在鬧人才荒。
有見及此，本港歷史最悠久的 ICT專業組織香港電腦學

會，一直以推動專業發展，培育年輕人才為己任。然而，如
何才能有效吸引並鼓勵年輕一代修讀ICT？相信首先要讓他
們了解投身ICT行業的前途。因此，該學會每年都會發表薪
酬趨勢調查，透過明確的數據說話。
近日，該學會公布了最新的ICT行業薪酬趨勢調查，結果

顯示，今年有77.78%受訪公司預期會提升ICT從業員的薪
酬，當中55.72%公司的平均增幅將高於4%。至於在2023年
度，87.78%的本地ICT從業員可獲加薪，其中60.76%僱員的
加薪幅度亦高於4%，跑贏財政預算案所公布的1.7%通脹率。
面對疫後復常，有 84.45%受訪公司並無裁減 ICT人員，
56.67%更逆市增聘，顯示行業的就業情況理想。此外，有五
成受訪公司在2023年有招聘ICT應屆畢業生，其中80%的入
職薪酬超過1萬8千元，35.56%更高達2萬2千元或以上；可
見主修ICT的大學生行業之前景及出路，均非常可觀。
香港電腦學會會長鄭松岩博士指出，要解決人才不足問題，

政府除盡力去「搶人才」外，亦應積極培訓更多本地人才，除
傳統的ICT學科外，更應注重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網絡保
安、新興科技方面的人才培育，以應付長遠發展的需要。
曾經有個笑話問：如果所有工作都交給了電腦處理，人還

可以做什麼？答案是維修電腦。在科技世界，仍然離不開人
才，各位年輕人不妨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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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位名人說過：出名要趁
早。所以很多人都在跟生命爭分
奪秒，期待在自己最年輕的時候

能夠做出一些世人都羨慕的成就來，不說在
什麼年代，就說在我們當下，現代的生活節
奏就是追求一個快字。
當我們匯聚在一起時，談話間總是說到某

某人年紀輕輕就順風順水創業成功，幹出了
一番大事業；某某人還不到中年，就成為首
富，已經達到了人生的巔峰等等……由此可
見，世俗中的思想都是想要在有限的生命中
盡可能做出更多的成就來，於是就把這個時
間維度盡可能地縮短，比如也許在60歲才
能幹成的事，如果在30歲就已經完成了，
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當然不可否認，生命
是有限的，如果能創造出無限的價值那就是
最好不過，可是我們一味追求「快」，也就
增加了風險性，也有很多的反面例子，因為

急於求成而摔倒。
生命是需要依照一定的順序，有時候慢就

是生命的本質，其實看現在的人生就知道，
很多事情慢慢來反而會更好，可是很多人卻因
為自己的慢而焦慮，因慢而覺得失敗，常常羨
慕別人的成功，卻忽略了這個過程中需要一點
一滴的累積，要不斷地打磨自身的專業技能。
好的人生，需要慢慢來。我們所看到別人

一夕之間取得的那些成功，也許是別人十年
如一日的奮鬥與累積，不管如何，應該找到
自己生活的節奏，好的風景需要慢下來欣
賞，那些快樂幸福的時刻，也是在慢慢品味
細細珍惜之中，才會顯得格外重要和難忘。
尤其是生活在大灣區創業的年輕人，雖然知
道時代的競爭很激烈，在創業中必須要果斷
抓住時機，可是對於整個人生來說，我們就
像一葉扁舟，駕馭在波濤駭浪的大海中，那
麼就要以穩和慢為目標，如此才能取得長遠

的成功。
凡事慢慢來，總會有好結果，別因為追求
快而將自己的人生毀於一旦。俗話說：「飯
未煮熟，不能妄自一開；蛋未孵成，不能妄
自一啄。」好的人生也一樣，需要沉住氣慢
慢來，只要路是對的就不怕路遠，例如從一
開始創業的時候就知道這是我們的夢想，
那麼就算時間久一點，過程慢一點，只要最
後能夠到達終點，這也是屬於勝利，而在創
業的過程中，也有很多美好的東西是需要慢
下來去珍惜的，比如世間最美好的友情、愛
情、親情，那些無可取代的真心陪伴，都是
慢下腳步，才能感受美好的。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時區，在這時區
裏，只要覺得值得的那便夠了。當找到自己
的節奏，不擔憂落後於人，也不急於超越別
人，只專注於自己，專心一志地跑下去，終
能達到勝利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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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這邊獨好
「六一」兒童節沾着孩子們的光，

作為老師的我們放假了！上午是班級
裏熱鬧的美食節活動，下午陣雨過
後，天氣晴好，藍天白雲引路，我帶着
孩子們和朋友同事一起前往曹溪街道東
部的科桃村。
沿着彎彎曲曲的山路，開了一小時的

車，我們終於到達目的地。這裏環山竹
林青翠，樹木茂盛，空氣新鮮。山腰上
那一座座白牆黑瓦的村舍，在葱翠的山
林間，尤顯古香古色。最引人注目的是居
委會前的那口碧波蕩漾的池塘，池塘上
有一個長廊亭子，亭子裏掛着一串串燈
籠。我們搬出爐子、茶具和美食。不巧
下起了毛毛細雨，我們便在長亭裏小
憩，品嘗美食，談笑風生。此時此刻，遠
離城市的喧囂與煩躁，好像只有放開
所有的情緒和思想，感受全身心的愉悅
與舒暢，才能不辜負如此曼妙的時光。
10分鐘後雨停了，空氣更清新了。繞

過池塘往前走，是一條依山傍水的小
徑。靠山的一邊種着許多桃樹，上面長
滿小小的桃子，難怪叫「科桃村」。靠
溪流的一邊有荊棘、狗尾巴草、蘆葦，
溪流水清沙白。走了大概10分鐘，順
着小路下去我們看到了從上而下宣洩下
來的瀑布，水花四濺，涼氣逼人。清澈
見底的水中有許多鵝卵石，潺潺的流水
聲，讓人感覺像來到了仙境。孩子們看
到水，快速地脫掉鞋子，跳下水、打水
仗、撈魚、撿石頭、潑水……此時後悔
沒穿沙灘鞋和泳衣。我靜靜地看着湍急

的瀑布，感受冰冰涼涼的水汽，聆聽鳥
兒嘰嘰喳喳的叫聲，不禁閉上雙眼，
盡情享受炎炎夏日裏的清涼。恍惚間彷
彿自己也成了這山水間一個靈動的小風
物，美好而又和諧，也許這就是回歸生
命本質的覺知吧。玩了半小時，聽說往
下走還有十多個瀑布，我們又繼續前
行。很快來到第二個瀑布，絲滑如哈達
的瀑布令人清爽無比。時而聽聽蟲鳴，
時而撫撫溪水。兩旁青竹林立，一切皆
散發着自然的詩意，讓人無比歡喜！
石頭長青苔，大寶一不小心滑倒水

中，全身濕了。他卻更開心了，說好刺
激！索性就穿着衣服在水裏玩水了，
徹底放飛自我，盡情地玩了。我擔心
他感冒，沒有接着往下走看另外的瀑
布，就折回亭子。拿了換洗的衣褲，
叫他進衞生間裏換了。這裏的衞生間
就在亭子附近，非常方便。有了衞生
間，野餐、泡茶也很方便。
換好衣服後，大寶準備在池塘邊釣

魚。朋友嫺熟地裝好魚竿，和好魚餌。
他教大寶把魚鈎放在盤子裏，然後一團
魚餌蓋在上面，魚鈎一拉，就沾上魚餌
了。他照着朋友的樣子興高采烈地把魚
鈎往外一拋，不到1分鐘，浮標動了一
下，他連忙把魚竿往上一拉，大叫：
「我釣到魚了！」真的釣到了一條！首戰
告捷，他信心百倍，後來又釣了好幾條。
大人們開始燒火煮粉和丸子，炊煙

嫋嫋。不遠處房子的煙囪上空也升起
一屢屢白煙，這不就是人間煙火氣嗎？

趁着燒火的空隙，我和當地的一位老大
爺聊起來。他告訴我科桃村原本有100
多人，現只剩下七八個老人在家，年輕
人都出去外面賺錢了。所以看到有遊客
過來，他們也很開心，因為更熱鬧了。
此時小寶特別安靜，原來他在逗一

條大狗，這條中華田園犬倒也溫柔，一
點也不兇。孩子把薯片扔給牠，牠也會
配合着舔兩口。如果扔下骨頭，牠吃得
更歡了，吃完還不忘蹭蹭小寶。
煮好粉後，我們一碗碗打出來，加上

檸檬泡雞爪的配料，嘗起來太美味了！
孩子們用筷子把肉丸串起來，變成烤
串，吃得很開心。吃完後，我們又開始
泡茶、喝茶、吃零食。一陣風吹過來，
涼涼的，風中還帶來芳草的清香。孩
子們在居委會門前的籃球場上玩老鷹抓
小雞、木頭人等遊戲，我從居委會那裏
進去，哇，小橋流水人家，似乎走進一
個世外桃源。我提議去村子轉轉，大
家都贊同。於是大家都往裏走，嘩啦
嘩啦的溪水聲傳來，原來有一條清澈見
底的小溪。如果孩子想玩水，可以直接
進來，不要去找瀑布。水面上方有木
橋，小小的水泥路通向一戶戶農家。每
一座農家大院都是兩三層的規模，白
牆黑瓦，燈籠高掛，2樓牆外還有一條
走廊，沒事兒時倚着欄杆曬曬太陽，
吹吹山風，看看風景，真是神清氣爽！
偷得浮生半日閒，半天光景，我們

便領略了古樸原生態的科桃村美麗景
致，幸甚至哉！

百百
家家
廊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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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家畫國畫
日本有位畫家說：

「每個人生來不會寫
字，卻會畫畫，只是
大多數人在成長的過

程中遺忘了。」
書法家張成浦從未畫過國

畫，偶然間來我畫室參觀，我
告訴他，即使從未畫過畫的人
未必不會畫畫，我強烈建議他
嘗試一下。
作為摯友，我十分希望成浦和

我一樣，手中的筆能書能畫，
於是便給他示範畫一幅牡丹，
隨即讓他依樣畫葫蘆，他二話
不說，提筆便寫，10 分鐘不
到，一枝牡丹便躍然紙上。他再
在上面題上劉禹錫「賞牡丹」的
名句「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
節動京城。」詩書畫合璧，他的
第一幅國畫便這樣誕生了！
每一個成功者都有一個開

始。勇於開始，才會成功。
其實畫畫是一項技能，是可

以通過不斷的練習和學習逐步
掌握的。即使你沒有任何繪畫
基礎，只要你熱愛繪畫和給自
己信心，大膽嘗
試，就可以學會。
書法家大多熟悉文
房四寶，更兼書畫
同源，用筆墨寫畫
比一般不懂書法的
人有更多優勢。
此外，現在網

上很容易看到國
畫名家的作品，
可以通過上網學
李苦禪、王雪濤

等畫家作畫。筆墨掌握的難易
順序是筆、墨、水。其實，水
分淋漓的畫法是較易表現的，
而乾枯見筆處才真正需要功
力。書法家的筆墨表現，對繪
畫意境有很大影響。畫家李苦
禪非常重視書法，他說︰「書
至畫為高度，畫至書為極則。
我的字是畫字，我的畫是寫出
來的。」
書法家字寫得好不等於畫就

畫得好，只能說字寫得好可能
對線條的感知力會強一點，對
變化的觀察會更仔細一點。而
且畫包含點、線、面，畫面多
用側鋒，寫草書的書法家會用
側鋒，而一般書法家習慣用中
鋒，這是書法家寫畫要注意
的，此外畫畫還包括了色彩和
相關技法的運用，這些不通過
學習與實踐是不能達到「很
好」的水平的。
古代畫家大都是文人，文人

畫是中國傳統繪畫的一種形
式，起源於宋代。在文人畫
中，書法常常是繪畫的重要元

素，用筆墨書寫自己的
心聲。文人畫家們常常會
把詩詞、書法和繪畫結
合起來，借用詩詞來表
達自己的思想，用書法
來點綴畫面。王維、米
芾、唐寅、張宏、徐渭等
文人畫家都善於此道，所
以，若書法家學畫畫不
妨學畫點文人畫。

丹青吐艷皆有意，
翰墨旖旎自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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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度梁君度

我們上一代的中國
人父母輩，替兒女取
名字的時候，大都喜

愛將中國傳統文化或價值觀體現其
中，甚具意義。前華懋集團執行董
事龔中心女士一直熱愛中國傳統文
化，她在電視特輯《世說論語》分
享說：「我的確非常愛傳統文化，
我也一直在學習，正是學到老，人
是學無止境啊。談到我家4兄弟姐
妹的名字，應該都是從《論語》來
的。相信大家一定聽過這句：『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就是忠誠的『忠』，
『恕』是饒恕的『恕』。這裏面也包
括了我姐姐的名字，她叫龔如心，我
是龔中心，『如』加『心』正好是一
個『恕』字，意思就是對人要寬和，
不要計較。『忠』在《論語》談得更
多了。『忠』是Loyalty ，就是說要
忠誠。答應的事、已經獻身的事
情，譬如說我們對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民族，對中國的文化，就
是要有這樣的態度，忠於這樣的
大環境，忠於你的出身處。」
可以看到她的父母輩在替他們
起名字的時候，融會貫通了《論
語》的核心價值觀在內。

龔中心女士續說：「我弟弟的名
字叫仁心，『仁』這個字在《論
語》裏至少出現過百次，正好他是
醫生，也就是要仁心仁德啊！他是
我家唯一的男孩，他出生的時候，
我母親已經 30多歲、父親 40多歲
了，他們認為兒子得來不易，所以
希望他能成為仁心仁德的人，也就
貫穿了《論語》的最基本思想。再
說到我們的小妹妹因心，『因』跟
『 心 』 加 在 一 起 ， 是 恩 惠 的
『恩』。《論語》裏也說及很多孝
道，對自己有恩的人，我們要感
恩。譬如父母，因為父母我們才能
夠來到這世上，所以我們要永遠感
恩父母。」
自幼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無論

是讀書學習、在社會做事，都充分
反映出父母對他們的期盼——傳承
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和文化。

從《論語》中取名

◆張成浦臨畫。
作者供圖

◆鮑比達本月舉行
入行60年紀念音樂
會。 作者供圖

◆龔中心女士分享《論語》和她4兄
弟姐妹取名字的由來。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