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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思潮，一個由2012
年
開始
備受觸目
的組織，成立時以
反對香港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為其行動綱領。學民於2011
年剛成立時和一般運動組織無異，均面臨資金不足、缺乏知名度、以及市民對其主張不理解或不
關心的難處。

 

由筆者動筆之時開始計算，距離學民思潮宣布解散已經過了快三個星期。曾為學民思潮義工（下
簡稱學民）的筆者，臉書的生活時報上充斥了不同新舊學民友好對於組織及當中同伴的懷念。「
無憾告別，重新起航」是學民思潮在臉書專頁上留給公眾的最後一個信息。學民解散之時，同時
宣布將分別啟動一個政黨及一個新學生組織。新政黨中包括了學民多位現任核心成員，明確顯示
黃之鋒等昔日的學運領袖已準備把行動範圍由體制外的社會抗爭延伸至體制內。

 

自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課（反國教）後，香港的公民社會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社會運動在過
去一直被賦予特定門檻；而大多數學生因學業、家庭等因素，即使願意參與社會運動也因種種制
肘而卻步。綜觀2012
年前，願意投身社運的學生說不上寥寥可數
，但對比2012
反國教、以至雨傘運動前後走上街頭的學生數目，顯而易見，參與社會運動對於學生以及年輕人
來說，再也不是甚麼稀奇罕有的事。同時，有關世代之爭的說法過往並不明顯，但於反國教時亦
全面引爆。身處於香港的筆者，不時會透過各種傳媒渠道接收到某某著名社會人士批評學生不分
尊卑、或學生批評上一代佔盡優勢而拒絕承認。有關身份地位的辯論於世代間益發熾熱，扭轉了
過往由上一代全面掌控世代話語權的局面。學生越發敢言，是學生運動漸趨頻繁的先兆及證據。

 

學民思潮的出現降低了學生參與運動的門檻，同時亦令社會開始留意主流社會、政客及官員以外
的聲音及論述。於反國教前，有關香港教育的論述多數由學者或前線教育工作者（例如：香港教
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提倡，絕少出現學生為現行教育政策做出分析的情況。反國教的特別之
處在於，學生作為教育系統的受眾及本體，能有意識地批判有關自身的政策。一改過往主流社會
對學生（中學生尤甚）的想像，長期參與反國教行動的中學生如黃之鋒等，扭轉了學生於教育系
統中被動的形象。社會首次發現原來社會運動並不限於成人參與，過往雖有大專生參與不同學運
，但「中學生也有能力參與社運」的震撼深深植入香港社會中，令成人於反國教後留意各種由學
生領頭的社會運動。

 

然而「學生」這並非一個永續的身份，學運領袖終究也會離開校園。當組織內的成員陸續畢業、
脫離學生身分，如學民般的學生組織應該如何維持下去？面對潛藏人手短缺的難題，以及組織出
現斷層的局面，學民一路以來均以招攬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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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為彌補人手的方法。但光靠招攬新人並無法解決學民所面對最根本的問題。綜觀學民整個組
織的結構及人手分工，黃之鋒成為了學民不可分割的核心。學民大部分決策以至行動均由黃之鋒
領頭；一個組織缺乏系統性的決策機制而過份依賴個人能力作組織決定時，便會出現個人全盤牽
引組織的局面。這種以個人為中心主導組織的方法大幅度降低了學民作為學生團體的可持續性。

 

此外，學民由成立起便以單一議題組織自我定位，確實，在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擱置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課程後，學民經歷過一段沈寂而認真探討未來去向的日子。選擇成為單一議題組織的最大
限制在於，該議題解決或沈寂後，組織便容易失去定位及行動力。這限制同時是學民在反國教後
成員流失率
高的原因之一，成員義
工因反國教而聚合，卻未在其他議題（例如：
本土——左翼、溫和——激進）[i]
上有任何共識，導致學民在反國教後轉型擺脫單一議題定位的過程中，流失不少成員義工。

 

有趣的是，香港人似乎樂於把代議政制中「代議」的特色全盤移植至社會運動中。過往社會運動
中，群眾偏向需要社運領袖主導整個抗爭過程。而觀乎這幾年在香港發生的大型抗爭中，亦出現
不少針對「誰應該/
有權主導運動方向」的討論。由反國教
開始，運動主導者/
領導者處理運動走向的方法便一直被廣泛討論。如果說反國教時群眾願意把運動主導權交予當時
的運動領袖，那雨傘運動後期出現的「拆大台」[ii]
則呈現了運動中不同個體對於運動主導權的解讀。如上述，香港社會於雨傘前傾向於社運中有明
確的領導，學生組織因為其獨特位置亦順理成章的擔當着主導社會運動的角色。學生運動中最重
要的參與者固然是學生，但當學生加入學生組織，並在社會運動被賦予領導者角色時，學運便與
社運畫上等號。在日漸頻繁的社會運動中，參與者因過往經歷慣性依賴學生組織擔當運動主導者
的角色；這無異令學生組織作為行動者的原意因為角色轉換而被磨蝕。

 

在反國教、雨傘運動後，學生身份的光環已經被過份消費，學生參與社會運動不再是新鮮事，這
導致學生團體陷入困境。一來這些學生團體不再享受學生身份帶來的優勢，不能再以政治素人自
居，提升號召力。二來學生
運動也不能擺脫雨傘運動後，社會對溫和——
激進的爭拗。這困境使學生團體進退維谷、苦無出路。社會環境的轉變使溫和手段的效果大不如
前，甚至會引來其他主張激進手段抗爭的團體攻擊；學生自身學業、家庭的顧慮使激進手段成為
禁忌。這不單影響個別學生團體，更是香港學運面臨的困境。

 

雨傘運動過後，不同的傘後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去年十一月舉行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中，部
分傘後冒起的新秀更是一舉拿下了亮眼的議席數目。傘後團體的政治歷練自然沒有如香港傳統政
黨及團體來的豐厚，但於雨傘運動時開始累積的社會能量卻是可見一斑。換言之，社會運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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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能量經過沈澱後是能夠轉換成進入體制內繼續運行的能量。面對日益嚴峻的政治氣候，反國
教的成功無法被學運複製；近年崛起的本土論述亦在衝擊着傳統社運對行動及香港人身份的理解
。在明顯
的路線分歧下，傳
統的學運似乎失卻了持續行動及使用
話語權的空間。在本土--
左翼的爭拗不斷之際，黃之鋒宣布解散學民思潮並另行籌組新政黨，似乎意味着學運的潛藏出路
為進入體制內，在立法會等政治機構繼續實踐理念。

 

然而僅僅改變參與策略對於解決現實香港學運困局並無太大幫助，學民宣布解散、另外籌組新政
黨其實僅僅應對了學生脫離學生身份後作為社會運動參與者定位的問題。社會運動／政治參與的
範式轉移並無法有效回應目前學運因路線及手法分歧所受到的攻擊。面對日益熾熱的「本土－－
左翼」及「溫和－－激進」紛爭，最理想的辦法為重新檢討學運現行採用於社會運動中的介入手
法。面對和過往迴異的政治及社會型態，學運不能再單以意識型態作為動員參與者的工具。而過
往學生組織所採取的論述並無法應對現時有關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矛盾及爭拗；面對如此困局，學
運必須重新檢視其論述是否有足夠能力回應目前香港的社會形態。

[i]有關左翼—本土及激進—溫和: 
近年於香港認為抗爭手法過於溫和的聲音開始成為了部分行動者的主要行動論述；當中不少支持
者認為過往的抗爭無視了香港被中共文化入侵；面對赤化，本土派認為需要建立獨立於中國的香
港身份論述。本土強調本地資源分派需優先照顧香港人，而香港人的身份亦必須獨立於中國人的
文文化。相對而言，被標籤為左翼行動者講求社會資源公平分配，並強調國籍並非單一決定個人
身份的。過往社會運動多數由抱持左翼理念的行動者所主導。故目前以香港脈絡討論運動路線分
歧時多以左翼──本土及溫和──激進作分野。

[ii]
雨傘運動中後期，部分不滿運動領袖處理運動方法的參與者以圍堵當時用以發布消息被稱為（大
台）的實體高台表達不滿。其後對於以激烈手法表達對運動主導團體／領袖不滿的行動被稱為「
拆大台」。

有關作者：黃在琳，香港大學文學院四年級學生，主修比較文學。曾為學民思潮義工及港大學生
會外務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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