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 念 頭 的 隱 藏 力 量 

 

葉問宗師在飯店工會傳授詠春拳術，而我是飯店工會秘書，因此終日與葉宗師

相聚一起，很多時間都在聆聽宗師滔滔不絕的向眾弟子講解詠春拳理，偏偏我

有喜歡研究用力方法個性，便經常將宗師所講解詠春拳術的結構與用力的技巧

作深入的鑽研，發覺詠春拳術的結構與用力技巧己達無檞可擊的境界，便決定

拜葉問宗師門下而執弟子之禮。 

最初學的當然是「小念頭」，當時「小念頭」的招式在我長時間的觀看下已有

很深隤漲L像，稍作模仿經已熟習，為招式以外的探討，便向宗師請教因何故

這套拳術的命名不似拳術的名稱，是否另有含意。宗師答：這是「立念」的關

係，相信很多師兄弟也聽過「立念」這名詞，還說只要不斷地練習「小念頭」

，便能領略「立念」的奧妙。 

「立念」還隱藏奧妙使我反覆地推考，但始終得不到要領，於是決定不求甚

解，日以繼夜的努力練習「小念頭」。再經過一段長久的日子，「立念」的含

義開始融於「小念頭」的招式中，感受到練拳的另一種樂趣，令我愛不惜手

，欲罷不能地繼續鑽，漸漸地又有另一種感覺，感受到一股無形的力量充實

了「小念頭」的每一招式，使每一招式產生了不可擊破的力量，而從表面看來

仍然是十分柔軟的手法。這時對「立念」的含意起了很大的啟發作用，也明白

了何以稱為「小念頭」的理由。  

因此，我將這股無形的力量稱為「念力」，並對「小念頭」作出我個人見解的

結論：「小念頭」有兩個主要的重點，一是「念力」，二是「結構」。並作出

如下的分析。 

1)「念力」，將詠春拳的招式穩定成為一個富有彈性的架構組合，令該架構的

承力大大增強及產生反彈力的作用。「念力」，「氣功」，「內功」，「特異

功能」，被認為是一種不平常的力量，其他的不作分析，只採「念力」的成因

作簡略的述，其實「念力」是集中精神的力量，能使全身各部份貫注內氣，

相信任何人士都有這種能力，只是未經訓練，很難集中精神。「小念頭」是集

中精神力量的誘導者，如經適當地練習，可以在任何時間驅駛這種力量貫注身

體各部，招式的急速改變也不會導致精神分散，這便是練了「小念頭」而存在

的「念力」。 

簡單的舉個例子：一個體格健康的人從六、七尺高處在毫無準備中墜下，雖然

是雙足先地，恐難免扭傷或跌倒，但預先有了準備才躍下，雙足地時能自

動卸力和產生反彈力，而且必定是肌肉在鬆弛的狀態下才會有反彈的效果，也

是放鬆肌肉的特性，這便是「念力」配合肌肉特性的結合所得的結果。  

注：根據近代科學對肌肉研究分析結果，實驗證明肌肉在放鬆或放鬆而以衡速

活動的狀態下，能產生比收緊肌肉(俗稱用力)產生更大承受力，因此更證明一



點，五枚大師在數百年前所創「小念頭」以放鬆肌肉和緩慢而衡速的練習方法

已經了解肌肉的特性。 

2) 

是「結構」，二字拑羊馬是將個人的力量集中朝向目標，「提肛」是令身體與

雙足合為一體，使雙足處於備戰狀態，產生「念力」，等多方面特性，是必須

緊記的。而「小念頭」的攤、膀、伏手法，更是用力理論上的精妙結構。這幾

招手法，均為弓形與曲尺形之間，將這形狀按比例延長，先形成有卸力作用的

拱橋形狀，再延長便構成圓形，攤膀，伏手法在運用中均形成半個球體，須知

任何物體如構成圓形，便可增強承受撞擊力和最活躍的運作動力，而且加速的

效果比任何形狀更快更省力。「小念頭」的結構意念便是從圓形這個堅強的結

構得到靈感創造而作，每一招式都是在推動圓形的結構而產生，再配合「念力

」，便成為堅固難破的招式，如能適當地運用，更能發揮強大的攻防力量，因

此從上述的分析及近代科學的實驗證明，我們應該堅信「小念頭」的所有招式

是不應用力的，也不易疲勞，若再配合意念推動，必可隋心所欲，揮洒自如了

。 

還有更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數的學習者都是將詠春的招式手法以固定形態為招式

，因此便有評論何人的膀手過高，某人又不夠高度而不合標準，又或有這樣是

傳統派，那樣是更新派的多方面論調。其實「小念頭」的招式不是以固定形態

而作為招式名稱。例如由攤手旋上而變膀手，這個由攤手變膀手的整個過程才

算是膀手招式，才能發揮圓形旋轉的作用，其他的招式也是一樣，力求發揮旋

轉的動力。 

最近我被一初學弟子問及，聞說膀手是消極的手法，在無可奈何情況下才以膀

手將攻勢卸開，這就是以定式膀手作為接招推論的解釋，不了解膀手作用的結

果。我可以肯定，膀手能發揮很大的攻擊能力，是具有霸道的攻擊拳法，最具

侵略性的招式，產生令人難以阻擋的力量。 

最後，我建議凡學習「小念頭」，最好將每一招式結構逐一分析、研究其作用

配合圓形的運作，集中精神以緩慢及均衡速度，用意念來推動每一招式，如能

心領神會，對練習「小念頭」會產生無窮樂趣，達到滿足和享受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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