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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最危险的是不了解话语的重量
文 | 吉井理人

这是我加入职棒第三年，首次拿下

一军那天的事。

我在比赛后回到宿舍，内心仍充满

亢奋的情绪。在食堂吃晚餐时，曾经指

导过我的二军教练，这天偶然在同间宿

舍下榻，因此也出现在食堂吃饭。他看

到我之后，就用盛气凌人的口吻说：“虽

然侥幸赢了，但今天的投球内容完全不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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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单方面指责如果不这样子

不行，不那样子不行的说教就开始了。

我原先心情正好，还一边陶醉在一军的

胜利中，一边享用着餐点，却碰到二军

教练自顾自地发表长篇大论，惹得我非

常不爽。不过，教练就是教练。

尽管默默耐着性子听，但这个教学

过了 10 分钟、20 分钟，都没有要停

下来的意思。我的怒气达到了临界点，

忍不住将筷子摔在桌上，站起来打翻了

餐盘。

“你这家伙，在干嘛！”

现在想想，这不是顶撞，只是单纯

发泄而已。但遭到年轻人忤逆，使得二

军教练勃然大怒，一边喊着“干什么，

什么态度！”一边开始朝我身上揍。

因为觉得自己确实有对不起二军教

练的地方，所以即使被打个 3 拳左右

我也就忍了下来。但是二军教练似乎打

我打上瘾似的，使我在不知不觉间握紧

了拳头。数到被打了十几下后，我再也

忍不下去了。

“喂！ 你搞什么！”我冲向二军

教练，认真想要扁回去。这时，旁观的

前辈从后方架住了我。

“别这样！”看起来前辈们早就预

料到我会回击，所以一直做好准备，以

便随时都能阻止我。那次事件就这么收

场了，我被前辈帮了一把。

不管是什么理由，选手对指导者出

手，就是选手的不对。我能没被球团炒

鱿鱼，达到后来的棒球成就，都要多亏

前辈的机灵反应。

只能说两边的沟通方式都太糟糕，

无法传达出本意，才会落得如此难堪。

二军教练的意思，是要告诉拿了首胜而

得意忘形的我，职业的世界可没有这么

好混，要更加谦虚学习才行吧。事到如

今，我能够体会这种心情。

因为教练拙劣的沟通，使得许多选

手丧失了热情。

在刚刚的例子里，应该要先对拿到

首胜的我夸奖在前。接着再开始询问，

了解选手对于比赛中的投球有什么看

法。而教练自己的意见，则放在这之后

才讲。有了先前两阶段的沟通，选手就

能听进教练的话。

多余的话语将扰乱注意力

球员生涯来到晚年时，我的心态已

经变得坚强。身为一个老手，我有着无

论教练讲出什么奇怪的言论，都能不为

所动的自信。

有次赛前，我像往常一样到牛棚热

身投球。状况算是马马虎虎，称不上非

常好，但也不差。

在旁边站着的教练看着我投球，头

歪了歪。过一会儿，他走到我的旁边。

“阿吉，你以前就是这样投球的吗？”

这句话产生了影响。我原先感觉没

什么问题，但就是在意教练的这句话。

以为不管被讲什么，都不会产生动摇的

心，如此轻易的就崩解了。

“跟平常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进入牛棚后，我开始进行模拟对方上场

打击时的实战演练。但因为被说了那句

话，结果都在注意自己的投球姿势，明

明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却完全无法专注。

即使比赛开打，我内心还是在意投

球动作，没办法集中精神对决打者。于

是从第一局就惨遭痛击，被 KO 下场了。

教练不能不了解自己话语的重

量

那个教练其实没有打算要深入分

析，指出我投球动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纯粹是没有想太多，随口想到什么就讲

什么罢了。

但是，教练不能不了解自己话语的

重量。任何脱口而出的东西，都会扰乱

选手的精神状态。

就算是同一句话，对于年轻选手、

主力选手及沙场老将，意义都不尽相同。

同样是年轻选手，能力平凡跟能力好的

球员，认知也不太一样。因为教练说出

口的一字一句，都有着巨大影响力，所

以必须慎重思考，了解选手们会怎么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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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是还在学习中的教练，有

时也不清楚这样讲了到底对不对。不过，

我在一边指导时，会一边找寻在这个场

合下适合的用词是什么。不同的选手，

对同一句话的解读方式也不同。必须观

察选手、和选手们聊过，完全掌握选手

表现的状态，才能够做出判断。教练得

用自己的双眼看着选手，以及说话时感

受到的印象，作为该怎么表达的依据。

有的选手属于被痛击后，就会陷入

混乱，没办法好好将指示听进去的类型。

此时比起详细的命令，选择大而化之的

鼓励用词，更能让这种选手能够放下心

来，回到得以接收指示的状态。

相对的，也有听了详细的指示，才

能够冷静下来的选手，因此必须时常思

考，每个选手该怎么沟通才会有效。

使用信任对方、能提起干劲的话语

要提振球员干劲的时候，我都会这

么说：“好，按呢就好！”

我不会用下令的语气讲“你要这么

做”，而是先听听看球员“你想要怎么

做呢”，在对方说出答案后告诉他“好，

按呢就好”。在没有其他预定计划时，

选择信赖球员，将场面交给他们判断，

等于以教练的身份表示“照你想的去做

就行了”。

“试看觅。”练习时我经常会这么

说。对我来讲，这也包含着“接下来会

如何，就端看你的表现了”的意思。选

手想这么做也好，不这么做也罢，这句

话往哪边解释都行。教练想将选择权交

出，让对方充分发挥主体性，就必须在

语言上下足功夫。

在标准国语里，语感和“试看觅”、

“按呢就好”类似的语句，在我的认知

里是没有的。好比说比起“往前进”，

方言的“向前行”更让人能感受到自主

性、产生自我动机，被教练强押着的感

觉也会荡然无存。知道该怎么运用语言，

引导出球员的自主性，对教练来讲是非

常重要的工作。

原本教练和选手的社会的势力就不

相同。社会的势力是社会心理学的专门

用语，会暗中大幅影响每个人的行动准

则。无论年龄还是实绩，教练的社会地

位，怎么样都是在球员之上。

但是，指导法的基本，就是要选手

自己当家做主。如果教练说出强硬的用

词，会无形中强调上下关系，使得本来

该站在同一阵线的教练，反倒造成选手

的压力。这点不多加注意不行。

不久前，NHK 大河剧《真田丸》

里面，真田幸村说了劳驾诸位，大展身

手吧这句话。虽说讲话方式怎么样都行，

不过选择能够传达给选手，让他们能够

自主做出行动的用词，更是较理想的选

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