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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江湖的武林絕學

吳永仁／臺灣大雲豹籃球隊隊員

壹、前言

從我懂事以來，金庸武俠小說便開始陪著我渡過每個成長的階段。不論

是那一個故事，都讓我百看不厭，如數家珍。自己也常因為書中精彩的情

節，而融入角色，幻化成不可一世的武林高手。當我幻想自己置身於江湖中

時，那種刺激與感受真是令人心癢難搔啊！

回到現實生活中，發現自己的籃球歷程，何嘗不是身處於江湖當中。只

是小說中的江湖是個武林世界，每個主角或高手都身懷各門各派的武功絕

學；而我所身處的江湖則是個籃球世界，每個隊友、每個敵人以及每個朋友

也都身懷著各門各派的籃球技術（武功絕學）。而且個個都如同小說中所形

容的人物一般，有人稱武學宗師的球員；也有代表著第一流高手的球員；當

然更少不了武林中所唾棄的下三流球員。

當然，不論是那一門派或是那一層級的武者，都擁有自己的絕技（內隱

知識）、心法或者秘笈（外顯知識）。而這些絕技、心法或者秘笈，都屬於

知識的一種。依據 Nonaka and Takeuchi（楊子江、王美音，1997）所說：

人類的知識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可以正式語言表達的「外顯知識」，包括

合乎正規文法的陳述、數學式的表達、規格以及手冊等等。這類的知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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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個人之間快速而簡單地傳遞。第二類為難以正式語言

表達的「內隱知識」，它是蘊藏在個人經驗中的個人知識，關

係到無形個人信仰、觀點和價值體系。這類的知識常常是默會

的、是實質而主觀的。因此，我把絕技視為內隱知識，心法及

秘笈則歸類於外顯知識。

事實上，內隱知織和外顯知識並非分離，反而是相輔相成

的實體。它們在人類創造性的活動中互動並互相轉換。人類的

知識係藉由內隱及外顯知識的互動而創造出來並且發揚光大的

（楊子江、王美音，1997）。而在運動實踐的場域中，內隱及

外顯知識的轉換及互動同樣頻繁。

接下來，弟子嘗試從籃球江湖的觀點，舉出四個真實故事

如下：武學宗師是如何把他的武林絕學傳授給他的弟子；武學

（籃球技術）與武學之間是如何進行切磋；所謂的華山派絕

學，獨孤九劍以及劍宗、氣宗，在籃球江湖的世界裡是扮演著

什麼樣的角色；二流的武者該如何晉升至第一流高手的行列（

下乘轉為上乘武功）。試圖從中解釋，在運動實踐場域中，內

隱及外顯知識是如何互動及轉換。

貳、武學宗師——外化1 

台灣有許多籃球前輩在江湖中都是宗師級的人物，其中，

最有聲望，也是武林中人最推崇的武學宗師，非籃球博士鄭志

龍莫屬。非常幸運的，弟子現在就拜於阿龍師父的門下。經過

他的調教，弟子發現自己的功力倍增。一開始自己也覺得莫名

其妙，但經過思考及回想以前其他師父的教導後，弟子找出

了差別所在。這個差別就在於阿龍師父在傳授武學時，口述及

示範都非常的清楚明瞭（外化），而其他師父在傳授武功時，

1 外化為知識轉換的

四種模式之一，是

將內隱知識明白表

達為外顯知識的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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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容易發生含糊不清的情況（無法把內隱轉為外顯）。相對的，當阿龍師父

把自己的武功外化後，弟子就較容易把自身的武學與阿龍師父的武功結合起

來，進而修練成絕世武功。以下舉出兩個實例，來描述阿龍師父把武學外化

的過程。

攻擊武學

在阿龍師父精深的武學裡，有一套五人結陣的攻擊模式。他把所有人該

站的位置（點）都先清楚的劃分出來，並把所有位置上該做的事情也都分析

的一清二楚。但當弟子們開始執行這攻擊模式時，卻混亂不堪，破綻百出。

這時，阿龍師父才知道他忘了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這套武學最根本

的精髓，為何要做？有何功用 (know how) ？講給弟子們聽。於是，阿龍師父

就在白板上寫了一段淺顯易懂的話（外化）。白板上寫著「點與點之間形成

了距離，距離與距離之間形成了空間，我們要善用空間使防守的團隊產生不

平衡，並運用其中許多不同的空間，來切割防守，造成防守的矛盾及混淆，

如兩個攻一個、三個攻兩個等，最後製造出外線的空檔或是輕鬆上籃的機

會，這就是我們的攻擊模式」。阿龍師父運用把知識外化的模式（內隱知識

轉為外顯知識），讓弟子們更清楚也更容易了解，原來師父攻擊武學的根本

精髓，是建立在這一段淺顯易懂的心法之上。

防禦武學

在籃球場上拼鬥，除了攻擊外，防禦也是一門非常重要的武學。阿龍師

父同樣傳授了一門二三區域的防禦武功給弟子們修練。在修練的初期，我

們總是無法彼此幫忙，互補缺口。每次前鋒補位，中鋒就忘了幫忙，中鋒

幫忙了，後衛又沒有卡位等等，使得整個防禦陣勢殘破不堪。阿龍師父發現

了這個情況後，又把弟子們集合於白板面前，並在白板上畫了一個圖（如圖

一）。圖中畫出了弟子們的防禦陣勢，並在每個弟子身上都畫上了一條線。

接著，阿龍師父便開始說明畫中的涵意。師父清楚的指出，在五個弟子身上

的那一條線，是整個防禦陣勢成敗與否的關鍵。師父說，我們之所以會東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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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漏的原因，就在於我們在防禦時，心中沒有這條無形的線牽

動著我們。當防禦武學啟動時，每個在陣勢中的人，心中都應

該存在著一條連接著所有人的隱形線，這條線清楚的告訴了大

家該如何去補位及幫忙。當陣勢中的任何一個人移動，其他四

個人就會因為線的拉扯，也跟著移動到正確的位置，如同成語

所說的「牽一髮而動全身」一般。    

這樣外化模式的武學傳授，對於阿龍師父來說，輕鬆寫

意。好像自身所有內隱知識都可以隨時轉變成外顯知識，讓弟

子們更簡單的了解，更輕易的學習。這就是我的師父——臺灣

籃壇的武學宗師，他的風範、智慧以及武學都讓我敬佩萬分。

參、武學切磋——共同化2 

球場上會遇到的對手千奇百怪。對手可能是初出茅廬的小

輩，也可能是跟你旗鼓相當的強勁對手，當然更少不了武學造

詣高你許多的第一流高手。弟子以為，在球場上的武學切磋是

提升武學最快的捷徑。因為經過拚鬥，經過敗戰，是可以從對

手的身上學到許多他們的絕招。當你可以把敵人的絕招轉變成

自己的絕學之一時，那慢慢的，你就可以晉升成為身懷各派絕

學的武林高手了。

學習他人的絕招，轉變成自己的絕學，是晉升武林第一流

高手最快的捷徑。但前提是，該如何去學會別人的絕招，這個

問題是所有想成為頂尖高手的人，最大的瓶頸。因為敵人永遠

不會傳授他們的武功心法給你，因此弟子以為，共同化（內隱

知識轉為內隱知識）便成為了晉升高手的關鍵。以下，舉出弟

子自身的例子，來描述武學切磋中共同化的過程。

凌波微步（神行百變）

2 共同化為知識轉換

的四種模式之一，

是藉由分享經驗而

達到創造內隱知識

的過程，意即個人

可以不透過語言而

自他人處獲得內隱

知識。

3 結合為知識轉換的

四種模式之一，是

將觀念加以系統化

而形成知識體系的

過程。這種模式牽

涉到結合不同的外

顯知識體系。

4 內化為知識轉換的

四種模式之一，是

指外顯知識轉化為

內隱知識的過程。

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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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輕功是弟子從陳志忠前輩身上所偷學來的，它是運用在上籃時最實

用的絕學。在球場上，因為所屬門派的不同，常常有機會跟陳志忠前輩進行

武學上的切磋，也因此從陳志忠前輩身上學到了一招不容易被打火鍋的上籃

絕學。經過了多次切磋的觀察及自身練習的體驗，弟子發現，當陳志忠前輩

要上籃時，總是會利用奇特的腳步來化解被打火鍋的危機，弟子把這腳步稱

之為橫向的螃蟹步。大部份的人，在上籃時所運用的腳步都是直向的，而且

常常會因為閃避防守者，腳步會不由自主的往外跨，導致在上籃時離籃框越

來越遠。但陳志忠前輩在上籃時反而跟大部份的人反其道而行，他會以橫向

的螃蟹步來靠近防守者，把防守者擋在他的背後或利用肩膀來阻擋防守者的

封蓋，而且此舉也可以更靠近籃框，不只容易得分，更可以利用籃框的死角

來躲過防守者的火鍋。

弟子經過了無數次的切磋、觀察以及自身的練習和實驗（共同化的過

程），終於抓住了陳志忠前輩螃蟹步的輕功精髓，並轉化成弟子自身的輕功

絕學（共同化），取名為凌波微步（神行百變），主要是希望當弟子在施展

這套輕功上籃時，可以跟段譽及韋小寶一樣，如入無人之境。

肆、華山派絕學——結合3及內化4 

笑傲江湖一書中，當時的華山派出現了兩個分支，一派叫做劍宗，另一

派則叫做氣宗。這兩個分支對於華山派的武學有著不同的觀點，劍宗強調劍

法，內功則用以輔助，氣宗的看法則正好與劍宗相反。兩派的觀點其實都有

各自的道理，但最終還是殊途同歸，唯有劍、氣（內外）雙修，才能成為武

林中頂尖兒的人物。

在籃球江湖的世界裡，同樣也存在著氣宗及劍宗的問題。氣宗（內功）

代表著籃球的基本技術及技巧（根本），劍宗（外功）則代表籃球最深奧的

團隊、組合、默契及經驗（支援）。這兩個問題到底該如何解決，如何兼

顧，便成了所有師父最大的困擾。但弟子以為，身為一個門派的掌門人，首

user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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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應該把氣宗及劍宗這兩種武學（知識），做一個結合，並且找到一個適合

門下弟子修練及兼顧的平衡點，最後再把這套絕學傳授給門下的弟子。而弟

子們也因為師父把兩種武學的結合，變得更容易把兩派不同的外顯知識內化

為自身的武學，進而創造出名震天下的獨孤九劍。

所謂的獨孤九劍，是把兩種武學練至極峰，並完全內化於自身當中，才

能施展出的武功絕學。其根本的精髓如同太極拳一般，是以無招勝有招。天

底下所有的招式都一定有破綻，只要有招就可破解，只要你能看清對方的招

式，那敵人的武功就不攻自破了。這樣的武學精髓同樣可運用於籃球場上，

當你把籃球的基本技術、技巧和團隊、組合、默契及經驗練至純熟，你一樣

可以在籃球場上施展出華山絕學獨孤九劍。所謂籃球場上的獨孤九劍是指個

人在進攻時的技巧。正所謂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防守者

永遠會告訴你該做什麼」，當你可以從觀察防守者的動作，來決定自己該做

什麼樣的動作時（以無招破有招），那你就已經練成了華山絕學－－獨孤九

劍。

伍、二流晉升一流（下乘轉為上乘）——組織內的知識

普及

當一個門派的掌門人或頂尖高手，能把其武學的內隱精髓外化成一套心

法或秘笈，那麼其門下的弟子或同門師兄弟就可透過結合及內化，修練成該

門派的武功絕學。透過這些人（掌門人或頂尖高手）對於武學的創新，使得

武學的精髓更容易的擴散、傳授至第二流（下乘）的武者。而他們（下乘武

者）也因為受到了武學創新的影響，內化了創新的武學，進而晉升至武林中

第一流的人物（下乘轉變為上乘武學）。

這樣的一個螺旋過程，稱為組織內的知識普及，如果以江湖中的說法，

則稱為門派中的武學（知識）普及。當然，同樣的螺旋過程，一樣會發生在

籃球江湖之中，我把它稱之為球隊中的知識普及。以下，舉出弟子本身之經



038 |   學 校 體 育 2008 / 02

運 動 祕 技 傳 授

驗，描述本門之中，所產生知識普及的螺旋過程。

在雲豹隊（門派名）中，弟子的武功算是本門的頂尖高手，但是籃球是

個團隊性的武學，只有一個一流高手是沒有用的。因此，弟子常常會傳授自

身的絕學給其他的同門師兄弟，希望他們可以晉升為一流高手，來壯大本派

的聲勢。在傳授的過程當中，弟子常常要把內隱武學外化成簡單口語或文

字，例如把凌波微步的絕學，簡單化的描述成「踩防守者」或「靠防守者」

等等淺顯易懂的詞句，來讓師兄弟們得以了解凌波微步的精髓及用意。當師

兄弟們搞懂了凌波微步的根本精髓時，他們就可以透過無數次修練的過程，

來達到內化。漸漸的，凌波微步就會變成本門的招牌武學，每個師兄弟在上

籃時，都可以輕易的施展出凌波微步，視得分如探囊取物。這樣的一個武功

傳授的普及過程，正是所謂的組織內知識普及的螺旋過程。

陸、四式合一——武林稱雄

當一個門派，可以輕易的利用四種知識轉換的互動，使其精深的武學發

揮至極限，那麼此派必然會成為武林中的翹楚，武學如此，籃球亦然。以少

林寺為例，為何在多數的小說中，少林寺總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武學總

令人敬佩萬分。弟子以為，那是因為少林寺能把他們博大精深的武學，利用

四種知識轉換的互動，產生螺旋的過程，再經過寺內多次的循環，將其武學

發揚光大，讓寺中大部份的弟子，都身懷高深的武功。以同樣的例子，弟子

希望能運用在自身的門派（雲豹隊）當中，讓本門也能成為籃球江湖中，令

人敬仰的少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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