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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钓到渔获凭的是运气还是技术？
大多数庸手靠运气，但高手靠的是技术。
    那么技术从哪得来呢？
当然是从学习得来。
不过钓鱼牵涉到非常广泛的知识与技能，如果没有适当引导，习者就得花上相当长的时间，去猜测，
去想像，去尝试，以及去错误。
    所以这本书诞生了！
为了减少你猜测、想像、尝试以及错误的时间而诞生。
    但在钓鱼之中最最重要的，是经验听再多别人的说法。
看再多别人写的文字都不足以让你成为钓鱼高手唯有站到水边，抛出钓组通过一次次实地操作来体会
那些说法和文字技术才会是你的    然后，随着技术日益精进有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杀手”的
技术也许跟大师不相上下但你不会尊敬“杀手”而会尊敬大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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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器具的选用与保养　　3-1 如何选购钓竿　　一、选用原则　　对初学者来说，选用钓
竿前有五个条件必须先加以了解，那就是竿种、号数、长度、重量、调性。
　　（1）竿种。
目前矶钓竿有两大品类，一是钓线经竿身外面一连串“丝道环”进出的，通常被称为“外穿竿”或“
珠子竿”；另一种是竿身外面没有丝道环，钓线直接通过竿管内部的，叫做“中通竿”。
　　外穿竿前端较细，很适合发挥细致的控线手法，同时母线与钓竿之间摩擦力较少，因此抛投和收
放线的效果都很好，惟那一串凸出的丝道环容易挂住母线（风大时尤其如此），钓者如果没留意就猛
然收线，往往会让竿先折断。
中通竿的情况正好相反，它不容易让母线缠上竿尾，而且就算缠住了也一扯就分离。
可是中空的构造使竿尖比外穿竿的粗得多，所以控线时显得比较笨拙，并且母线通过钓竿的整个内壁
，相形之下摩擦力要大得多，故出线往往不顺畅。
　　（2）号数。
最常用的矶竿号数是介于1号到2号之间。
通常是号数越小越适用于风浪较平、流水较缓、标点较近、鱼体较小（或相对没有拼斗力）以及需要
精细操控手法的场合；反之，越大号的越常用于风浪大、流水急、须远投、鱼体较大（或较凶猛）和
不需要太精细操竿技巧的场合。
　　（3）长度。
大多数钓客手上拿的都是5.3米长钓竿，但这并不是唯一选择。
根据杠杆原理，越长的竿子受力时（也就是拉鱼的时候）力臂越长，使用起来越费力，并且受风的影
响也越严重，再加上长竿重心离竿柄部位势必较远，故拿5.3米竿会比拿4.5米竿辛苦。
但相反的，万一上钩鱼儿被拉到脚边时忽然冲进暗礁堆中，那么短竿就不如长竿好用了，因为此时长
竿可以让你撑开钓线避免鱼钻洞，而短竿很难这样做！
另外长竿在钓座*低矮的环境下也特别受欢迎，原因是它可以让钓者举高钓线，避开波浪的扑击。
　　（4）重量。
为便于长时间手持操作，轻量但不失硬挺是对矶钓竿相当重要的一个要求。
为达到此要求，厂商多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设法减轻竿身上附件（例如丝道环）的重量，二是降低
钓竿本身的重量，三是将钓竿重心往后（往握把位置）移。
　　目前几个主流品牌矶竿的重量都很接近，通常1号5.3米的外穿竿自重均在190克，2号5.3米的均
在220克以内。
　　（5）调性。
所谓调性，指的是钓竿弯曲的方式。
假如我们把同号数但不同系列（或不同厂商制造）的两支竿子同时挂上相同的负重，然后撑起竿身观
察它们弯曲的形态，则竿身最弯曲点越趋近尖端者，会被称为越趋向“先调子”竿，以数字来形容的
话，就是2/8调甚至1/9调；而最弯曲点越靠近竿腰者，则是越趋近“胴调子”竿，或称是4/6调甚至5/5
调的竿子。
　　调性的意义是：越趋向先调子的，鱼讯和操竿动作的传导越直接、鲜明，但竿身的缓冲能力越差
，越容易断线或脱钩，搏鱼时因为力臂较长，也比较费力：反之，越趋向胴调子的，搏鱼力臂越短、
越省力，缓冲能力也越好，但传达控线动态的能力越差，且也缺乏撑鱼出去所需的腰力，故比较容易
让鱼钻洞。
　　了解以上五项内容后，就可以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来选购钓竿了。
我们建议初学者，如果预算许可就买两支号数、类型、长度均不同的竿子，例如支1号或1.2号5.3米外
穿竿、一支1.7号或2号5米中通竿，两者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要是无法一次花太多钱在竿上，则可考
虑暂时先买一支堪称入门万用竿的1.5号5.3米外穿竿，等玩熟练且预算宽裕的时候再添购别种钓竿。
　　二、购买要领　　假设你已确定买什么长度、号数、重量、调性等的钓竿，就可以到钓具店去实
地看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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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时候请注意以下几点：　　（1）振动感。
拿着钓竿，抽出全部竿节固定好，然后握住竿柄左右摇一摇，感受一下它的振动感觉。
通常越偏向胴调子的钓竿，你会觉得振动的中心越接近握柄；反之，越偏向先调子的钓竿，振动的中
心就离握柄越远（亦即越靠近竿尖）。
　　（2）异音。
当你摇动钓竿的时候，如果竿身出现哔哔剥剥的异常响声，那就要注意了，假如响个两三声就不再出
现，那可能是你伸展时没抽紧，尚不至于影响品质，但若老是有杂音出现，就多半表示其竿节接继处
没处理好，这样产品不要买。
　　（3）过节。
过节指钓竿受力弯曲时的形态是否顺畅。
测试方法是请人帮忙捏着竿尖，你则模仿中鱼那样挺起竿身（注意绝不可挺得太用力，捏竿尖的人更
不可突然松手），观察整个竿子的弯曲弧度，如果有某一节（特别是较细那几节）的某个部位弯得特
别厉害或不弯，搏鱼时就容易出问题。
　　（4）涂装。
最后，一面收起竿节一面仔细观察和抚摸竿身表面，看看涂装有无气泡、沙眼、厚薄不均等瑕疵。
检查卷线器座和丝道环（如果有的话）安装牢固与否，位置是否恰当。
　　假如检查过后并无问题，那么就可以把这柄钓竿纳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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