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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香港一系列與政治改革相關的社會運動，受到國際關注，台灣人在聲援香港雨傘運動時
，更以「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為口號，強調港台社會同受中國侵吞意圖下有著相似的命運。雖
然港台在面臨天朝壓境時，所擁有的政治條件與政治體制並不完全相同，追求的政治目標也未必
相同。但中國頻頻向港台社會進行的經濟、媒體、教育、政治控制手段卻是相似的，因此，無庸
置疑地，關注香港雨傘運動發展及後續民主運動方向，甚至是在國際政治的角度下，思考香港或
台灣於帝國競爭夾縫中的處境，對於台灣來說，勢必是重要的。與其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不
如說理解港台如此命運共同卻又相異的社會動態，是理解台灣處境及戰略思考中，不可或缺的基
礎。於是，在雨傘運動爆發初期的九月，我們來到香港，除了運動現場觀察外，也對著述政治評
論及積極建構本土論述、為香港本土運動提供思想養分的陳雲教授進行訪談。

本土意識作為政治籌碼 

      陳雲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常於各報、臉書上發表政治評論，批判左翼運動者
，稱呼他們為「左膠」，亦批評泛民政黨，認為他們都是「賣港賊」。犀利的言論使他備受爭議
，時常使用網路發
表激烈言論，也確實對行動者產生影
響，如光復上水站行動1

、圍拍D&G等。他認為自己主要與泛民、左翼的差異是，如泛民主張內地人、新移民在港取得公
民權的期限鬆綁，雙非2

產婦所生的小孩，可享有與香港市民相同的醫療資源，是讓香港政府的稅收支應未在香港納稅的
內地人。除此之外，這些雙非產婦所生的小孩未來可能成為共產黨滲透香港社會的間諜，愈來愈
多的內地人來香港生產，也會有人口換血的隱憂。在教育政策上，陳雲也反對招收陸生、聘用內
地教師，因為這等於是拿香港財稅扶植為內地產業服務的學術、技術生產。可以說，陳雲主張的
新本土論與左翼運動者或泛民3的關鍵差異在於，陳雲以華夏文化為根柢的本土意識，是較排外
的，他反對香港本地人以外身分的人（在這裡尤其是指中港資源競奪中的內地新移民）與港人分
享醫療、社會資源，因為這會壓縮香港本土的生活空間；但左派、民主派會認為內地人的基本權
利也應受保障。這個差異延伸出陳雲與主流民主派之間在政治主張上的分歧，即是他一再強調的
香港本土、「中港區隔」取代主流民主派的「中港融合」。 

      除了在民生及移民相關議題上，在文化上陳雲也提出本土的主張，而這也與他提出的城邦
論有關。他認為，香港所承繼的文化傳統，揉雜了華夏傳統及英國的正統，使得香港的歷史文化
相當多元，他也試圖從正體字、傳統祭禮、城鄉風俗、術數等常民的香港生活採集及歷史重構中
，提出香港本土文化的獨特性。他認為，喚醒香港本土意識是政治實力的籌碼。這也是為什麼他
必須寫下《香港城邦論》，是為提倡香港歷史與文化而勾勒的某種政治理想，而非明確的政治議
程。 

本土意識的增長是否將走向港獨？ 

     
有些評論
者（包括台灣的學
者），認為提倡本土意識，以及香港
自決、民族主義的萌芽4

，可能會出現像台灣本土意識到台獨的發展過程，最後走向港獨。這種類比及推論，一來忽略了
香港與台灣面臨相異的政治結構，二來是本土意識、本土認同的增長，可以不與政治改革目標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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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關聯。換句話說，認同自己是有別於中國人的香港人，也不必然支持香港獨立的政治議程。陳
雲作為本土派，論述及觀點與港獨相去不遠，但他仍強調自己並不支持港獨，他所提供的理由，
主要是政治現實的限制：他認為本土派及港獨皆提倡本土文化、本土意識，這些層面上是差異不
大
的，
但本土派
與港獨關鍵的差異
是在政治議程的目標上，本土派（如
他自己）並不主張獨立5

，因為港獨在政治現實上的困難，不如維持現狀，與中共持續的權力平衡，保有目前港人的生活
方式與文化。 

      依陳雲所追溯的歷史脈絡，香港的城邦自治權是自港英時期繼承下來的政治條件，財政獨
立、擁有部分的對外主權，如締結經貿協議、於他國設立經貿辦事處等，現況下，香港享有很大
程度的經濟自主權，是一個主權在中國的附屬國，有很多實然的國家權力。因此可說中國與香港
之間是邦聯的關係。在此條件下若要爭取獨立，必須考慮國際政治的層面，有些已有的國家權力
可能必須要讓渡給美國或其他國家，也需考量與中國建交的問題，與其如此，不如強化本土意識
、保有現有的自治權，與共產黨抗衡，除了政治體制上的困境之外，港獨是否能為多數港人所接
受？恐怕也是個問題。陳雲在運動初期的九月底接受訪談時，不斷強調自己反對港獨，不過，在
11月19日他接受壹週刊專訪時，卻一改過往說法，認為「香港最終將獨立建國」，這可能意味著
香港輿論對港獨的看法正在轉變，但陳雲仍未為過去他反對港獨的矛盾立場提供解釋。在香港運
動現場的觀察與訪問中，提及港獨的問題，多半青年或運動參與者回應語帶保留，在占領現場也
不見如台灣三月運動時那樣鮮明的與國家認同甚至「獨立」相關的標語或口號。即使在雨傘運動
期間，確實激起了港人認同，根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的調查6

顯示，香港市民的認同感明顯提升，然而這種本土意識的覺醒，是否將直接導至香港獨立建國的
政治目標？或許還有許多變數。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經歷雨傘運動，香港的政治勢力將大幅的變動，重新排組。早已擺脫
中國情結，並建立香港主體意識的新興本土派，如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等，在聲勢上已將無法割
捨中國民族主義一統框架的傳統民主派拋諸腦後。在截稿前，雨傘運動仍未得到北京任何具體的
回應，這是否將造成香港市民對中國統治者更深的不信任感？在運動期間士氣大增的本土派，將
如何累積論述、為香港的民主運動提供新的政治目標？北京又將採取什麼樣的回應？或許是關心
台港政治局勢發展者，後續觀察的重要面向。  

批判過於溫和的反對勢力及「和理非非」 

      若有關注陳雲臉書上在運動策略的討論，尤其是在雨傘運動期間，會看到不少批判左膠、
「和理非非」的動態。就陳雲所言，他所謂的「左膠」並不專指左翼運動者，而是泛指現有的反
對勢力組織者，包括學生，也包括在立法會中被認為進步的議員。他認為這些組織者（特別是泛
民政治人物）一向在反對運動中過於溫順，「爭取的目標不激烈，手段上也自己封了頂」，不癱
瘓交通，也不造成統治者的困擾，不會對社會秩序及日常生活造成威脅，不為統治者所懼，自然
也不會讓政權對運動的訴求有任何回應或妥協。他認為，這些「騎劫運動的左膠」運動領導者都
是跟中國共產黨合作溫順的反對勢力，最明顯的例子如泛民，為持續盤踞既有的政治位置及利益
，不希望政治制度改變，因為民主化之後，泛民需改變過去受到社會支持的方式，必須將政見及
關切更朝向中下階層的需要，但他們現在處於現有制度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也不會提出激烈的政
治改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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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此，泛民或其他不打算激烈抗爭的運動組織者，會成為中共選取的代理人，擔綱在港
反對勢力的領導者，抗爭注定會失敗。為避免被這些搞假戲的運動領袖消耗香港政改運動能量，
他在臉書上不斷散布訊息，提倡未組織化的群眾以游擊的方式，給統治者帶來困擾與壓力，他認
為，雨傘運動將使中共不再信任泛民或左翼社會運動的代理人，因為本土的群眾出現了，代理人
退位，群眾以打游擊的方式，讓中共難以應對、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再透過代理人控制運動。 

持續積累中的本土論述 

      陳雲毫不留情地砲轟運動領導者，以及主張本土、排外的強烈訴求，引起不少反彈，有些
運動者認為他非理性的言論、激化中港對立，限縮了公共討論的空間，使中港矛盾或運動策略的
論辯很快地成為非此即彼的立場選
擇，而不是議題本身的討論7

。尖銳的措詞與聳動的批評，或許是陳雲欲引起更多公共討論的策略之一，同時觸動了香港運動
社群中關於中國認同的敏感神經，在談及雨傘運動及其後的香港民主運動發展，陳雲認為，香港
必須利用對外的主權來爭取對內的自主、自治權，並透過香港優先的本土意識，強化自治權，才
能抵抗中共的各種侵略，某種程度上他仍肯認現有的政治制度，在此條件下維繫港人自治範圍，
與中共保持權力平衡。 

      對陳雲而言，他的核心關懷並非實質的政治制度改革，而是透過文化及歷史的重構，建立
香港國的文化認同，掌有正統華夏文化的話語權，以此推廣中華文化。至於雨傘運動甚至民主運
動未來是否要開創新的政治方向，他似乎未有清楚的藍圖，即使一國兩制已經失敗，抗命仍在進
行中，他也並不打算提出明確的政治目標。陳雲在某些評論者的觀點來說，確實開創了一條新的
本土主義的路線，但是，他所提倡的「華夏正統」與「本土意識」之間，似乎存在著矛盾，如前
述的香港人身分認同調查顯示，港人的中國人認同正在下降，然而在陳雲所謂的華夏文化中，還
是存在著傳統中國文化的色彩。他雖意欲建構出完整的政治論述，透過臉書聳動的措詞傳遞政治
理念，但卻沒有提出清楚的行動建議，也未試圖透過參與實際行動或組織落實最終理想的政治目
標（香港獨立建國）。 

      香港民主運動的下一步進程究竟為何？在雨傘運動期間，港人（特別是青年世代）的本土
意識似乎更加確立。在催淚彈之下，一個抗命世代的快速政治化，可說是港府以國家機器鎮壓抗
爭所造成的非預期結果之一8

，但此刻北京的強硬態度，使雨傘運動陷入膠著。民主運動方向的提出，落在這輩青年世代身上
，他們在分秒必爭的時空限制下，必須持續在公共討論中累積更完熟的論述、與市民群眾進行更
深入的對話，以提出後續政治改革的可能。在觀察香港運動發展的期間，我們注意到香港的社會
運動社群或一般市民，會在運動現場、各種
網路平台9

甚至是大學的刊物中，對運動的策略、訴求以及未來運動的方向進行公共辯論，這些多元途徑中
的討論，確實影響了運動的發展，也使得少數的運動組織者、運動社群與群眾的關係不只是領導
與被帶領的單向關係，而有著相互對話及理解的可能，這是在大規模、時間長、區域分散的占領
運動中，維繫運動的重要環節，這些香港經驗，值得台灣三月的運動參與者省思。而充分展現港
人意志的雨傘運動，後續將如何與北京議價、如何影響香港社會意識形態及對長期的民主運動，
有待後續觀察，與台灣三月及其後續的運動相似的是，這同樣會是個「比氣長」的迢遠路程，所
有的社會運動都是冀望意識文化的改造，那麼港台兩地的運動也將在持續的社會對話中，拉開抵
抗侵吞的政治空間，以提出更理想的政治、社會改革目標。 

作者黃怡安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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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光復上水行動與圍拍D&G皆是民生議題所致的中港矛盾事件，陳雲用誇大、偏激的言詞（如蝗
蟲）引起港人對中國內地人搶奪香港本地資源、破壞社區生活的不滿，間接促成了此類行動。上
水港鐵站位於中港邊界，在2003年自由行開放之後，成為中國內地人到香港搶購民生用品（如奶
粉）的最佳地點。走私水貨的中國內地人，長期霸佔人行道，大量採買也造成該區域民生物價上
漲，影響既有的社會生活，香港市民眼見居住的社區被大量內地人「入侵」忍無可忍，以網路號
召光復上水行動，堵塞上水站C出口通道，阻止自深圳來港的內地人通行。新界北區居民對中港
矛盾的爭議反應熱烈，一部分也與陳雲在facebook上的言論鼓吹有關。 

2.嬰兒的父母皆非香港本地人，從內地到香港生產的，稱為雙非產婦。 

3.這裡將左翼運動者與泛民主派並列，在閱讀上，可能會讓讀者誤以為這兩個稱呼背後指涉的主
張或意識型態是一致的，實際上兩者的核心關懷以及涉獵的社會、政治議題有很大的差異，但在
與陳雲的訪談過程中，他並未仔細提及兩者的區別，甚至也沒有提到泛民、左翼這些稱呼意指哪
些具體的組織或黨派。不過，從他反對過於溫和的反對勢力，以及獨樹一格的強烈本土主張中，
可大致推知，他希望強調的，是自己在運動策略及意識型態上的主張與現有廣義的社運組織者區
隔開來。 

4.如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於2014年九月出版的《香港民族論》，有些香港民族主義的討論。同年
二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出版的雜誌也以「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為題。在雨傘運動占領區的現
場，偶爾也能看到「自決」的標語，但因「自決」容易給人民族主義的色彩，後來較常使用的詞
彙是「命運自主」。 

5.這是陳雲在雨傘運動初期，九月受訪時的立場。但在11月19日他接受壹週刊專訪時，卻一改過
往說法，認為「香港最終將獨立建國」，但仍未提及具體的政治議程，過去他提及的政治現實限
制將如何克服？如何到達港獨的目標，似乎還是相當模糊。 

6.見《香港大學民意網站》http://hkupop.hku.hk/
，此調查計畫中關於香港市民的身分認同感調查，自1997年累計至2014年6月的資料顯示，今年6
月「香港人」認同感評分明顯上升，「中國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認同感評分就分別
明顯下跌至1997及2007年以來新低，其他三項身分的認同感評分就變化不大。 

7.如陳景輝〈想像「蝗蟲論」以外的港人政治主體性──與陳雲商榷〉，出自《草木皆兵──邁向全
面政治化社會》。 

8.見練乙錚〈梁特彈壓狂態畢露 佔中世代華麗登場〉，信報論壇，2014年10月06日。 

9.除了傳統的各大報章雜誌，網路媒介中的討論也相當活躍，如香港獨立媒體網的評論與投稿、
熱血時報、高登、主場博客、輔仁媒體、am730、評台、港文集等網路平台，均可見與政治時事
、民主運動相關的公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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