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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二人，並肩行，終日不停。 

問何故？ 皆答只隨友行，從不主動。 

 

請問，哪一位是帶動者，哪一位是被動的跟隨者？ 兩人均說自己是追隨者，但難

道又不是因你動，別人才動嗎？ 這裡，「主動」和「被動」沒法釐定，甚至無法

定義。 

 

「碟仙」遊戲最匪夷所思是小碟(或錢幣、筆⋯⋯) 自己移動，玩者強調說

自己絕沒有去推，只是被動跟它走。 細心分析，這純粹是玩者「一廂情願」想

法。這是源於玩者下意識這樣想：「若沒有我，碟子仍會動。我按著它時，也沒

有去推它 (施力) 。所以，它的移動與我無關」。 當玩者甲、乙、丙，…皆這樣

想， 無人負起「推者」的角色，那唯有歸咎鬼神了。當然，另一重要心理是玩

者玩這遊戲前已認定它涉及鬼神，也渴望從遊戲尋找刺激。當小碟真的動起來，

玩者就說是原先想法那樣，刺激感就因而來了！ 

 
 

 
 

http://www.ngsir.netfir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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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析一： 

玩「碟仙」時，誰人在「跟」，誰人在「推」？ 根本分不清。或者說，

人人都是在推，推之時，又在跟 — 跟者是你，推者也是你。  

 
玩「碟仙」， 你說是跟著走，但你有法子知道最初帶引你的牽動力在你

「跟」之時一直存在嗎？ 若在某時刻這動力消失，你是無法得知的， 你

當時還做著「跟」的動作，但實際你不正是推著它嗎？ 你推的和別人推

的交替出現或互相重疊。總之，「跟」 和「推」兩動作已混在一起，已

不能清楚分別 (或說 「跟」 和「推」這兩個概念在這處不具意義)。  

你說的確是跟，因為你從沒有心去推它。這裡不是說你不誠實，而是只

要你的手動，無論你的心如何想，你已洗不清是推者的嫌疑。 

 

 

實驗一： 你和一位蒙眼的人坐在檯前，同時拿著放在檯上一枝

鉛筆的兩端，身體放鬆。你主動把鉛筆輕輕推向對方，

但在中途對方不覺察下你把手離開鉛筆。手離開之後，

對方必會「跟隨」鉛筆移動一大段距離。 

事後問蒙眼人發生甚麼事，他會答你推鉛筆，他全程(起

碼在你放開鉛筆之後) 都是被動地去跟隨。 他一直以

為推動的因素繼續存在，所以說是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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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分析二： 

「碟仙」遊戲參與者辯稱自己明明沒有施力，何有推動之理？ 

從物理的角度說，

 

(a) 主動跟走 — 小碟不規則行走，你就不斷估計它的速度，然後你的

手就以相同速度移動，那就是「主動跟走」。只要你判斷的速度和

它的速度有少許出入，你的手就會施力給小碟。當你判斷的速度過

快，你施的力就向前；當你判斷的速度過慢，你施的力就會向後。 

你會駁斥：「我的手不是緊貼著碟子，寸毫沒有離開，那有速度不

相同？」。 是的，諷刺的那就是你不斷施力的最有力証據。 若沒

有施力，你如何可以全程貼著碟子走？ 你真的相信可以百估百(完

全)中嗎？  

(b) 被動拖走 — 放軟手，任由小碟拖你而行，那又如何？ 根據牛頓

力學 F = ma，凡物體加速、改變方向都需要力。小碟拖你的手行

走一條不斷改變方向的路(其他人的手還在按著碟子)；你的手是有

質量(mass)的，小碟必施力於你手，令你的手也一齊加速、轉向。

根據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係，你的手也必同時施力於碟。碟子的

只要你的手指放在小碟並與它一齊走，無論有心或無心，你幾乎一定

施力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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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不就是受著你影響嗎？「推」可以是推前，亦可推後。 

 

你按著碟子走，你就不斷施力給它。 

 

在「碟仙」遊戲，多人同時參與，沒有施力給小碟幾乎不可能！(除非是

各人的手都接觸不到小碟，那時小碟真的會動嗎？) 

 

各人在各時施的力不同，這些力的矢量和就決定小碟如何走動。 

「碟仙」遊戲參與者的確是施了力，但都是不存心做的。 

 
 

 
 
 
 
 

實驗二： 有「碟仙」，有「銀仙」，有「筆仙」，看看有沒有「刷

仙」或「水仙」？用一個反轉的軟毛刷來做實驗，各

人的手指放在一、二條尖的軟毛上，照理你如何施力

於一、二條軟毛，刷子都不會被推動的。 另一項試

驗是放水入小碟，各人把手放入水，但不接觸碟。看

看這樣物體會否「自己動」，即可驗證以上說法是否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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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分析三： 

或問，就算可解釋碟子行走的奧祕，但「碟仙」遊戲如何開始第一步？ 

原因 1 ：手的晃動 

大家不妨拿一支筆，手肘在沒有承托下把筆尖輕輕點放在一張

平滑紙上，肌肉放鬆，不消一會筆尖已微微晃動了。 

數人把手尖按在碟上，輕微晃動，就以為神秘力量推之，玩者急

不及待跟隨 (是期待製造事實，因為大家正殷切期待此結果)，

之後就出現上述的你、我皆推、皆隨的場面。 

原因 2：當你的手指按在小碟上，就算沒有走動，你已施力於它。試試

把你的手指放在一個靈敏的電子磅上，看看有沒有讀數？當然，

這個力是垂直壓下，不是推前。但在當你改變手指彎曲、改變手

的姿態時，你施的力就可能有向前的分力 (component force) 。)

試在手指與面的接觸位置放一滴油。當手搖動或改變姿態時，接

觸點就會前後、左右移動。即是，當手的其餘部份移動時，你的

手指必會施力於小碟。只要這力大於檯面摩擦力，小碟就會開始

移動。很小的移動，就提供玩者一個「跟的藉口」。之後，「跟」

與「推」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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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分析四： 

小碟走動一會，最後會停，甚至停在一個看似「有意義」的數字

或甚麼指引上。這是心理現象，當小碟橫衝直撞，在一條無規則的路徑

上，必定偶然經過一些寫在紙上的預定「指引」。 此時玩者心裡就想：「就

是神靈帶我們找的答案了，是時候停下來了」。一個玩者如此 

想，小碟或停不下來；但有數位如此想，手稍有猶豫，沒有跟得上(即是

失去下一刻的前進力) ，小碟就停下來了。 

 
 

 

結語 

 
 
 

 

「碟仙」是一個物理學加心理學的玩意，與鬼神、

催眠、或甚麼未探知的人類潛能完全無關。 

忠告 請不要借科學之名、迷信為實下大玩這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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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在各人皆蒙眼及不知道印有指引的底紙如何擺法下玩

「碟仙」遊戲。看看小碟還會否停在一個「有意義」

的答案上。這可驗證以上的說法是否正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