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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中文大學一群學生來台大社會科學院訪問，進行暑期海外進修課程，我應邀來講了一堂從

野草莓到太陽花的台灣學生運動，也有機會私下與幾位同學聊起他們在雨傘運動的參與歷程與心境

的轉變。整體來講，積極參與的學生感受到深刻的挫折，在密集投入這場空前的佔領運動之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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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學業荒廢了，不得不辦理停學。一個學生們最常用的比喻即是失戀，自己曾深愛的人突然間

離開，心裏的苦悶不知道要向誰傾訴。也有些同學感到幻滅，覺得自己應好好專心學業，畢業後找

份好工作，或是想辦法盡快移民。

● 雨傘運動前後

香港學生的無力感與失望，是來自於爭取特首真普選運動的挫敗。從2014年6月的一國兩制白皮

書，到8月全國人大所公佈的特首選舉辦法，北京政府已經亮出底牌，就算是香港人再怎麼自我克

制，共產黨就不能忍受自由而公平的選舉制度。面對北京的強硬態度，在2013年初發起的「讓愛與

和平佔領運動」聲勢反而不斷滑落。佔中運動領導者堅持，在沒有窮盡體制內解決方式之前，絕對

不發動挑戰法律的公民抗命行動，結果在共產黨看來，這樣的溫和理性路線反而自暴其短，只不過

是隻紙老虎，毫無威脅性。

正當代表溫健中產階級的佔中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香港的學生挺身而出，適時接下了民主運動的

指揮棒。他們在七一進行了一場「預演佔中」，將原本看似紙上談兵的公民抗命向前推動了一大

步。在9月22日，學生更發起預定為期5天的大罷課，26日晚上，學生衝入公民廣場，引發警方粗

暴的對待，如此一來反而激發了更多市民的同情。接連兩天的大規模集會，總於導致了警方採用了

催淚彈試圖驅散群眾，就在震耳欲聾與煙霧迷漫的氣氛下，一場國際關注的雨傘運動正式誔生。

在為期長期79天的街頭佔領中，專上學生聯會（學聯）與學民思潮（學思）一度成為香港民主運動

的實際領導者，這一群學生領袖臉孔看似稚嫩，但是他們肩頭卻十分沈重，因為他們扛起了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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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未竟的歷史志業。有這樣的期待，在民主回歸、泛民主黨派、佔中運動等接連的不成功努力之

後，學生能成為新一波的領袖，帶動香港社會向前邁進。儘管有國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持，雨傘運動

外有警察與黑道份子的暴力威脅，內有激烈的路線鬥爭，反對持續對峙的泛民黨派議員與要求立即

升高抗爭態勢的本土派勢不相容，一路走來顯然格外辛苦。等到12月15日最後一處的佔領區被清場

時，雨傘運動早就喪失了動能，成了強弩之末。

雨傘運動唯一爭取到的官方承諾，即是特區政府願意向國務院港澳辦提交「民情報告」。然而之

後，特區政府仍舊在大力鼓吹「袋住先」（先入袋為安），要求香港人認份退讓，接納一份被大打

折扣的2017年特首普選辦法，彷彿雨傘運動從沒有發生過。更嚴重地是，民主陣營內部也出現了分

化。在過去聲稱要真普選的部分泛民黨派人士開始轉向，願意有條件接受北京所提的政改方案。發

起佔中運動的戴耀庭後來也公開聲明，願意以接受23條國安立法來換取真普選。也由於雨傘運動的

不成功收場，學聯的地位受到打擊，港大、浸會、理工、城市大學學生會分別經過校內選舉，決定

正式退出這個代表所有香港大學生的組織。

就某個程度而言，在經歷了雨傘革命的大爆發，香港民主運動的前景反而顯得更形艱困，呈現士氣

潰散的窘境。這樣看來，香港學生的失落感與苦悶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 太陽花與雨傘

審視雨傘運動落幕後半年的發展，我們不禁要拿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來比照。同樣是學生主導的大規

模反政府示威，以長期佔領公共空間的策略來迫使執政者出面談判，最後也都沒有取得最初設定的

目標（真普選、退回服貿），但是為何其後續發展卻有如此大的差異？

在佔領立法院運動結束的當天，太陽花運動領袖宣稱「轉守為攻，出關播種」，並且「已完成其階

段性任務，取得重要進展」。在之後，我們看到台灣的青年人投入一系列改治改革的活動，例如推

動罷免連署、補正公投法、降低投票年齡規定、國會監督等議題。在去年底的地方選舉中，也有打

著太陽花運動名義的青年當選縣市議員或鎮長。在台灣，當初太陽花運動內部也有不同的團體與意

識型態；但是出關之後，至少能保持一個「分進合擊」的共識，將矛頭對準國民黨政府。在香港，

民主運動陣營內部反而出現了嚴重分歧，至少對於某些學生而言，拆解一個看似領導無方的學聯，

遠比持續向特區政府施壓，是更具急迫性的要務。

從事後來看，台灣太陽花運動享有了許多香港雨傘運動所缺乏的有利條件。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

動必然面臨警察的強力鎮壓，但是香港人心裏卻有六四的陰影，金鐘有可能成為上演天安門悲劇，

在運動前幾天曾是揮之不去的深層恐懼。太陽花與雨傘都是兩地公民社會在過去一段期間來的復甦

與集結之成果，台灣可以追溯至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而香港則可以從2006年的保衛天星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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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碼頭開始算。兩地所感受到的「中國因素」卻明顯不同，也形塑不同形態的社運政治。

在台灣，「中國因素」越來越被感受成為一種侵蝕台灣民主的外力，因此抗議陳雲林來訪導致警察

過度執法的野草莓運動，一開始是避談中國，而只聚焦於人權與集遊法。但是等到太陽花運動爆

發，「自己國家自己救」的口號之所以盛行，即是顯示了年輕人將對岸視為明顯的威脅。相對地，

香港人所感受到的「中國因素」是在於新移民、自由行觀光客、水貨客，是從內部就破壞了香港人

所珍惜的社會秩序與價值。也因此，香港社會運動出現了左派／右派、本土派／大中華派的分裂，

這項分歧在雨傘運動中更形激化。

在佔領立法院之後，台灣的在野黨採取了支持學生的立場，提供各種學生所要求的物資，避免介入

運動的決策過程。相對於此，香港分裂而彼此競爭的泛民政黨則是各懷鬼胎，温和派的泛民試圖抑

制佔領風潮，要求提早結束散場，而激進的泛民則是煽動群眾，以製造衝突的方式，試圖從學生手

上爭奪運動的主導權。太陽花運動面臨的是分裂的國民黨，馬王鬥的政治紛爭提供了運動者許多可

以操作的政治槓桿；然而，一旦北京政府表態支持梁振英，雨傘運動就是面對一個團結的對手。在

台灣，立法院附近商家與住戶較少，佔領運動比較不會擾民，而且立法院是國家主權的代表，執政

者是面臨更大的壓力。在香港，金鐘、旺角、銅鑼灣等佔領區擾亂交通，而且影響商家生意，因

此，特區政府更能以民意來壓制運動者的訴求。

最後，就算香港特首與建制派再怎麼胡搞瞎搞，現行的半套民主體制就是確保了泛民不可能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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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取得立法會過半的席次。相對於此，台灣已經建立了競爭性的選舉制度，執政者如何因應大規

模抗爭將會影響他們接下來的選情。因此，梁振英可以絲毫不顧自己的民調低落，甚至大力抨擊民

主運動，因為他是代表北京政府，而不是香港人民；相對於此，就算馬英九不可能再連任總統，他

還是或多或少要為國民黨的未來負責。

因此，太陽花運動享了許多先天有利的條件，這使得台灣學生比香港學生付出較少的代價，卻取得

更多的成果。

● 希望在於改變

從這樣來看，香港學生的失落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台灣學生固然有種種的「運

動傷害」，但是還沒有經歷到那種無助與無奈的絕望感受。

儘管有各種事後的反挫與分化，我們仍不能說雨傘運動是一場以失敗收場的運動。畢竟要評估一場

社會運動所帶來的實際改變，仍有許多種的評判標準，不同時間點的觀察也會獲得相異的結論。就

以2008年野草莓運動為例，在其黯淡收場的時刻，所要求官員道歉、下台與集遊法修改，完全沒有

獲得政府的正面回應。但是這場學運卻埋下許多未來的種子，新一代的學生領袖誔生，各大學的異

議性社團紛紛成立或復甦，大學生關切公共事務的熱情也重新浮現。沒有野草莓的辛勤開拓，就沒

有後來茂盛綻放的太陽花。

同樣地，雨傘運動也在這一代香港大學生開啟了新的思考方式。一位大學生告訴我，因為親眼看到

許多香港市民踴躍捐助物資，非常感動，開始反省以往所相信的菁英主義。唸一間好大學，接下來

找一份得體的專業工作，原本是他的人生規劃，現在他需要花時間再想一想自己真正要追求的價

值。另一位學生則是清楚看到自己的脆弱一面，也意識到自己能力的侷限。原本他寄望一場轟轟烈

烈的佔領運動可以徹底改變沈悶的香港社會，但是現在他知道這樣的期待是不夠務實的。接下來，

他希望自己能在專業領域更加投入，以後會更能力來參與社會改造。事實上，更有許多完全不看政

治新聞的學生，在經歷了雨傘運動的洗禮之後，也喚起了他們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注。

有一種悲觀的論調，雨傘運動動用了近年來香港公民社會所累積的能量，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豪

賭，結果反而消耗民主運動的老本。因此，未來很難再有這樣規模的運動參與。我認為，這種看法

的錯誤在於將公民社會視為一種存量有限、容易枯竭的資源，然而，更多青年世代的覺醒與關注，

將會在可見的未來深化公民意識的廣度與深度。

早在雨傘運動爆發之前，香港學聯就提出這樣的口號：「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的確，

無畏胡椒水與催淚彈的香港人民帶來了希望，他們的抗爭也從此改變這座城市的命運。在雨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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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或許比較貼切的講法是「希望在於改變」，因為不少香港青年人已經啟蒙，到處都有那些孕

育新生命的胚胎，靜靜地等待著未來開花結果那一刻的到來。

為這篇獨立評論按讚→   476 人說這讚。成為你朋友中第一個說讚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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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修／人間社會學

何明修，1973年出生於台北西門町，目前任教於台大社會系。走上社會學這條

路，原先是由受到艱澀、但充滿想像力的抽象理論啟發；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覺

得社會學的趣味，在於理解人生百態，解答人間形形色色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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