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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第一次武林大會一役後，眾人馬上整頓元氣；轉眼間又是躊躇滿

志，興致勃勃地向前邁進了。

武林中有「狠」字訣。要達到仁心仁術，定要明白對比；弟子們需於

地窖中觀看分屍，加深對武術失敗認識，而更悉心習武，使武術能更完

美地運行於世，救人於危。

「狠」字中又包括把毒藥射入小動物身上，觀其反應，再給予解藥；

萬一失手，只有向小動物說再見。

武功重膽大心細，細莫若對微菌的觀察。於是古代在黑暗中靜觀蚊蠅

的功夫被改良，取代的是以顯微鏡來欣賞微菌、細胞。

第一次武林大會下來滿以為可鬆一口氣，發覺大戰、小戰五、七天一

次，真是不勝其煩，但憑著耐心終於捱過了。

跟著展開一個新階段，眾人移師上瑪麗武館，開始了臨陣訓練。臨陣

的表現與經驗是成正比的，師傅們的武功高深莫測，使大家敬畏十足。

有些大師於教導時對弟子痛罵不惜，於是……。不過這是苦口婆心，弟

子自當領會，因此也能噤聲不語。只希望盡量把師傅的精華吸收過來。

此時又開始了前往廣華武館研習「刀的學問」，大師們對各類兵器，

暗器、蒙汗藥運用自如，使眾弟子羨慕不已。

為弟子們津津樂道的「鬥獸場」設於西區，眾人在該處研習臨陣變

化，解方諸類，「鬥獸場」只因該室之陳設而名之，其中實在只有驚無

險。

武館設有部門接見百姓，聆聽其投訴，使眾弟子能通悉民間疾苦。由

於弟子們過份熱心，往往使老百姓煩擾不堪，而又莫明所以。但亦有老

百姓平素被武師們冷落慣了，一旦看到這許多武林中人追問其疾苦，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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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之情，溢於言表，自是樂不可支，便一股腦兒把在世以來諸多事全盤

托出，悶壞了弟子可不要怪老百姓啊！

另一種會見方式由弟子單獨面對老百姓，問悉其投訴後，使出平生所

學，「望、聞、切」的功夫，苦思因由而作出判斷，再由大師加以指

導，此種方式挑戰性濃厚，過程亦緊張刺激，但不失為一個重要訓練。

更有等「論戰會」，由三數位同門主持武術專題講解，把最新的招數

依書直說，既要把握最精確的資料，又要應接師傅與同門的挑戰，真是

苦不堪言。

這就是第一次武林大會後的生涯，當其時，各家各派已歸納為「踏實

派」，因為只有不辭勞苦，體會臨陣的種種，方能領略其中要訣，紙上

談兵的年代已經過去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