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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普遍香港人而言，反安
保抗爭是個陌生的詞彙。執筆之時，正值香港928
一週年，去年此刻防暴警察荷槍實彈、發射催淚彈，和平示威者無所畏懼，催發更多市民佔領港
島九龍街道。其實，近半世紀前，這種情況已在反安保抗爭中出現。鄰近地區的群眾運動，尤其
是台灣及日本，往往是港人借鑑及學習的對象。去年雨傘革命中，台灣太陽花學運學生進佔行政
院之舉，及日本第二次反安保鬥爭中的東大安田講堂攻防戰及其他暴力衝突，皆有在參與者間思
考升級方法及事後檢討時被提起。然而，今次反安保抗爭不成香港人議論紛紛的熱話，明顯不被
重視。本文主要從重光紀念日、港人對日印象，及雨傘革命後形勢幾點，展述個人的一些觀察。

 

小說《1984
》有傳世名言「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政治操作，正是由如何演繹
歷史入手。2015年5月13
日，中國國務院發出通知，宣布今年的9月3
日全國放假一天，紀念中國抗戰勝利70
周年。其後，港府宣布跟隨大陸，建議將當天定為勞工假期。這單看似尋常的新聞，挑動不少港
人的神經。事實上
，香港有其獨特的二戰經歷，以及屬
於自己的二戰紀念日。1997
年主權移交以前，港府為紀念皇家海軍上將夏慤率領艦隊收復香港，恢復英國對香港的主權，將
每年的8月30
日定為「重光紀念日」，全港放假一日。故此，這單新聞變相宣告「重光紀念日」壽終正寢，恢
復無望。

 

有別於始於1937
年的
中日第二
次戰爭，香港保衛
戰當屬太平洋戰爭的一環。為了增強
香港防衛能力，英國於1935
年批出五百萬鎊，用於部署海岸砲及高射砲、於九龍由西至東修造一道永久防線等，當中部份地
道、機槍堡和戰壕仍然健在。1942年12月8
日，日軍發動「南方作戰」，海軍偷襲珍珠港，陸軍進攻東南亞各地、同時跨越邊境入侵香港。
長達18
天的香港保衛戰中，過千名本地及外藉軍人和平民為港捐軀，國藉包括英國、加拿大、印度、澳
洲、紐西蘭、緬甸、荷蘭等等。部份香港英兵更在香港淪陷後加入緬甸遠征軍特種部隊，繼續作
戰。換言之，香港保衛戰是場英屬香港與日本的戰役，中國因素佔之甚微。然而，官方及媒體多
偏重報道由共產黨指揮的遊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事蹟，於香港保衛戰中正面抗戰的英軍顯
然未得到應有重視。去年12
月，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狠批英國在二戰中對香港沒盡道義責任，更指英軍「貪生怕死到
九龍向日軍投降」，輿論嘩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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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70
週年，中共對之「充分利用」、自稱「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埋沒國民政府的領導地位及正面
作戰的莫大犧牲，從而製造民族情緒不是意外之事。與此同時，香港學術界及民間亦致力正本清
源，重提被遺忘的香港歷史。本年7
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鄺智文博士出版《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一書
，利用英、日、美、中等國的第一手歷史資料重探這段歷史，詳論不同勢力在戰爭後期爭奪香港
的過程，旋則獲得不
同民間團體邀請作介紹會。而大學生組織
時代思進亦於8月30
日於西灣國殤紀念墳場舉行悼念儀式
，民間公祭英靈，有約300名退伍英兵及市民參與，人數出乎意料地高。[2] 
據筆者觀察，官方和民間透過日本侵略這段歷史呈現的，分別是國族概念、民族情緒，以及香港
的獨特性。

 

有別於主權移交前可以加入英軍及皇家香港軍團（義勇軍）參與香港防務，香港如今由解放軍駐
防，港人不能參軍服役，沒有軍事參與權。除
了在1970
年代的保釣行動，香港人普遍對
二戰及軍事議題甚少表態。今年9月18
日，傳統左派工聯會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示威遊行，表示毋忘日軍侵華，警惕軍國主義復辟，譴
責日本新安保法案。另外，「香港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成員身穿印有五星紅旗的襯衫，於中環
和平紀念碑揮舞五星紅旗、區旗，反對新安保法案。[3] 
而「的士總會」於去年雨傘革命期間向法庭申請禁制令重開旺角佔領區，並於近日出版書藉痛斥
「佔中遺禍」。除此以外，香港民間對新安保法案並無太多討論，以及示威遊行。

 

對香港人而言，戰後日本可說是優質生活、進步的代名詞。戰後世代對日本並不反感，不會動輒
產生「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猜想。1970
年代，香港經濟開始快
速增長，基層生活質素改善，中產階級開始出
現。1980
年代，八佰伴等日資百貨公司進軍香港，銳意營運位於新市鎮的新建購物商場，擊敗英資中資同
行主導市場，伴隨香港人渡過經濟高增長期。雖然香港最早落成的購物商場是海運大廈，但是影
響香港人消費文化和生活模式至深的，是1984
年由八佰伴經營的新城市廣場和太古城中心。對於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來說，海運大廈是高不
可攀的上流社會和外國遊客會所，直到後者兩個商場的出現，普羅市民才有機會在他們的社區逛
商場、購物，使之漸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一站式商場令消費不再局限於購物，社交活動和娛樂
節目也成為需要花錢的消費項目之一，最終促使消費主義全面爆發。除了價廉物美的商品、禮貌
周到的服務之外，文化的同質感更是香港與日本一拍即合的因素。現職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
學院副教授的人類學學者王向華指出，香港華洋雜處，身份認同複雜，屬於不中不英，與同樣不
中不英的日本正好切合，因此很快就接受後者。日本流行文化隨著經濟商品在香港相當普及，日
本更成為港人旅遊熱門地點。

 

 2 / 5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兩岸國際

發佈：2015-11-30, 週一 09:43
點擊數：2527

雨傘革命縱盛況空前、抗爭日進，終功虧一簣、未竟全功。事後，港人多帶有查找不足的心態，
審視其他地區及香港其他的抗爭，將之與雨傘革命比較。現時各方對抗爭方法及路線激烈對立，
例如：激進對溫和；大中華與本土。港人得到一些心得，但未找到出路：舊有的「和平理性非暴
力」示威模式不能令一意孤行的政府正視民意，回應訴求；參與者不應接受「階段性勝利」，但
又難以付出更大代價、使用激烈手段迫使政府讓步。於是，他們多從雨傘革命的經驗檢視其他事
件的運動手法與成敗的關係。對於台灣的反高中課程綱微調抗爭，筆者身邊不少人均將學生與教
育部部長吳思華的會面聯想成去年10月21
日政府與學聯就政改對話，生怕學生接受政府方案令積聚的民氣崩解，同時對燒炭自殺的反課綱
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表示敬佩。本年8月29
日，馬來西亞「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Bersih
）在首都吉隆坡舉行「淨選盟4.0」集會，人皆身穿黃衣，更唱Beyond
名曲「海闊天空」。此舉令很多港人憶起往事，於社交網站轉載，亦擔心該次集會結局和雨傘革
命一樣。至於是次反安保抗爭，本港學生組織對於日本學生組織「自由民主主義學生緊急行動」
（SEALDs
）的宣傳品都讚嘆有加，認為值得學習，但顯然不慣街頭音樂形式、輕鬆的示威方式。而香港大
學學生會評議會時事委員會是少數有對之製作單張，向同學介紹的學生及民間團體。[4]

 

港人對反安保抗爭反應不熱切，更大程度上由於中港矛盾日趨激烈，眼前問題叢生，不暇顧及日
本。雨傘革命後，本土（香港本位思考）路線漸漸上升至主流，政黨認同要加入本土原素，不少
新進組織以「本土」為名，以捍衛香港權益、打擊邊境走私、不應寛待大陸人違規行為為綱。現
時最觸動港人神經的是突顯中港矛盾、損害本港核心價值的新聞。港鐵職員一直對有大陸口音人
士攜帶洗衣機、床褥等更大型物件坐視不理，近日對攜帶大型樂器的學生嚴例執行「運載行李條
件」，不准登車，事件引起公憤。不少市民自發檢舉，亦有網上傳媒假扮「走水貨」證明港鐵選
擇性執法。[5] 運動離不開政治，中港矛盾亦見於9月3
日抗戰勝利紀念日，世界盃足球外圍賽中港對陣的賽事，結果賽和但港人對此喜之若狂。除此以
外，香港大學副校長任命風波更是全城熱話。上星期，成員逾半由校外人士組成的港大校委會多
次拖延任命後，否決遴選委員會細選推薦的人選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會後，本科生代表
、學生會會長洩露親政府校委發言內容，否決理由荒謬無理，引來社會極大迴響。有言雨傘革命
後港人普遍感到無力，難以改變局勢，但切身危及自身的風波卻是接踵而來，未暇細究是可以理
解的。

 

然而，反安保抗爭不是頃刻爆發，而是始於半世紀前，更關乎戰後日本的歷史進程，及自視為怎
樣的「國家」。1951
年，盟軍結束佔領日本後，美日政府簽定《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根據條約，日本因為武裝已被
解除而尋求美國在日駐軍協防。條約給予美國很多特權而不許他國均沾，卻未有清楚釐定美國「
援助」日本的義務，足見獨善美國且不平等之
處。1960
年的第一次反安保鬥爭，群眾的目的正是抗議美日政府簽新的《安保條約》結為軍事同盟，將本
來不屬於冷戰任何一方的日本拉進漩渦。全國各地出現抗議，三十三萬人包圍國會，逾五百萬工
人
參與
大罷工，
依然無改對外簽署

 3 / 5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兩岸國際

發佈：2015-11-30, 週一 09:43
點擊數：2527

的條約經眾議院表決通過，三十天後
就會自動生效的結局。1960
年的安保條約有效期為十年，有效期過後，如果日美雙方沒有異議，條約期限就會自動延長。結
果，1969
年爆發了第二次反安保鬥爭，當時的主要訴求是要求美方將沖繩無條件歸還日本及廢除《安保條
約》。可是，警民暴力衝突升級、尋常街道變成戰場，激進左翼赤軍冒起，令認同反戰的大眾覺
得反感，示威者漸漸不被同情。最後，沖繩有條件歸還日本，安保條約依舊自動延長，美軍基地
維持現狀，當時反對安保延長的社會黨在隨後的選舉中大敗。

 

今次反安保抗爭源自現
任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新安全保障關連法案（
簡稱
新安保法案）所引發的爭議。安倍認為，日本四周的安全保障環境越見嚴峻，尤其面對中國的威脅，應該參與美軍或其
他盟國的國際軍事行動，因而於去年提出安保法案，法案更於2015年7月16日在眾議院獲得通過。安保法分為兩部分，除了全新的「國際平和支援法案」，還有綜合歷年自衛隊法、PKO
協力法、周邊事態法等十條法例的修正案而成的「平和安全法制整備法」。法案承認集體自衛權，只要獲得國會批准，自衛隊就可派遣到紛爭地區或對多國部隊進行後方支援。當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即使日本未直接受害，也可動武。法案亦擴大自衛隊的活動範圍，放寬武器基準、認可
自衛隊可到外國拯救日本人、美國軍艦出征時自衛隊可作防護等等。新安保法案在日本引來極大迴響，主要在於「違憲」及「反戰」兩點。《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第二項說明日本「不保持海陸空軍及任何戰力」和「不承認交戰權」，因此法案明顯違憲，更經日本眾議院憲法審查會的三位憲法學者一
致裁定「集體自衛權是違憲」。另一方面，亦有論者認為這是在美國默許下，讓日本出錢出力，在東亞防務承擔更大責任。戰後接受反戰教育的日本人，大概覺得法案會令「和平憲法」名存實亡，令日本與戰爭不再絕緣吧。

 

可是，面對一個將領連番作出挑釁言論、軍費逾1450
億美元的國家，死守憲法不改，卻又只能依據別國維持國家安全，更非理智的做法吧。[6]
在香港，不少人提倡討論如何修改《基本
法》，以面對2047
年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終結，憲法不是「祖宗之法不可改」的封建產物。至於是次反安保抗
爭的關鍵－《日本國憲法》，乃由佔領日本的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在一
、兩週内快速寫成，過程比有吸納港人參與起草的基本法還專制。[7] 
至於同為戰敗國的西德，其憲法《基本法》則由恢復主權的西德政府自行制訂，當中更沒有日本
國憲法第九條似的和平條款。西德享有集體自衛權，甚至是北約成員。日本絲毫不改被戰勝國單

70年前發動侵略的日本，軍費一直攀升的中國才值得東亞各國密切注意吧。[8] 
再者，一旦修憲擁有集體自衛權，日本就能破除一直以來與美國單軌的防禦體制，從而與其他國
家建構多邊、對等的戰略關係，協助維繫區域均勢。因此，筆者認為在反安保抗爭過後，日本社
會宜對修憲作深入討論，實踐民主真義。

 

近年來在香港發生的事，均在測試港人在港英時代被植入而未被考驗的「良好公民」概念、及對
法治、自由、中立、專業的認知，到底香港會從艱苦中摸出生路，鳳鳥復興，還是一撅不振，一
沉不起，筆者無從得知。香港和台灣一樣，曾為殖民地而經歷政權交替，有著特殊的歷史進程及
身份認同。筆者深信我們一定要摒除固有國族歷史的成見，回顧歷史真相，坦誠面對，才能開創
新局面。若果港人願意花時間認識鄰國時事，對香港如何周旋於大國間，以什麼地位自處應對，
定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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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坤杰香港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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