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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9月28日凌晨宣佈佔中運動全面啟動開始，香港這場被國際媒體稱為「雨傘革命」的抗爭，已經

在10月12日邁入第三週。事實上，如果從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9月22日發起罷課來算，爭取真

普選的大規模群眾行動則是超過了20天。在目前，特區政府已經明確拒絕抗爭者的核心訴求，北京

人大所定調的特首選舉方案不可能撤回，也不可能加入公民提名的辦法。中國領導者多次公開宣示

相信特區政府的處理能力，梁振英也堅拒辭職下台的要求。儘管在9月29日之後，香港警方已經不

再積極驅離佔據金鐘、銅鑼灣、旺角街頭的示威者，但是特區政府仍明白表示不排除強制清場。

很顯然，香港雨傘革命已經帶來了一個難解的政治對峙：執政者不願意讓步，但是他們也沒有把握

能在可接受的代價之內恢復秩序；反對運動雖然未取得有意義的成果，他們卻仍有辦法持續動員群

眾，向政府施壓。列寧曾說，革命就是統治者無法維持舊有的方式，而群眾也不願意忍受舊的方

式。從這個角度來看，目前發生在港島、九龍街頭的態勢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革命。

儘管在9月28日衝突之後，近兩週來當局的壓制是採取間接的手段，例如縱容黑道暴力、發動藍絲

帶的反制運動，但是佔領運動仍有辦法在10月10日發動一場號稱十萬人的大集會。就最極端的局勢

推演，香港雨傘革命仍是有可能導致中國「天安門」的結局，亦即是執政者決定不計任何代價，武

力鎮壓反對勢力；亦或是朝向埃及「解放廣場(Tahrir)」、烏克蘭「獨立廣場(Maidan)」的劇本，

亦即是強大的抗議風潮促成政府的垮台。理所當然，其他比較不戲劇化的發展也是可能的，例如台



灣的太陽花學運最後和平落幕，政府的威信受到強大打擊、服貿審查議程被延後、中國對台政策也

出現了明顯的調整，但是這些影響仍沒有改變馬英九持續推動兩岸經濟與政治整合的個人意志。

重點是，無論是在北京民主運動、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烏克蘭的橘色革命、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持

續的政治對峙都是必經的階段。就如同拔河比賽中，兩隊選手都使盡了出全身力量，但是標誌勝負

的繩結卻看似靜止不動。通常正當觀眾的注意力鬆懈時，繩結開始慢慢移動，很快地我們就看到失

敗者踉蹌倒地，勝利者興奮雀躍。

在半年前的台灣，太陽花學運佔領了立法院24天，也一樣形成了對峙的僵局。如果仔細來看，其中

仍是有許多可以比較之處。

（2014年3月18日，晚間九點，學生突破封鎖成功佔領立法院。劉國泰攝影）

首先，台灣的學生與市民是成功佔據了立法院的議場，他們原先的意圖是要阻止已經在3月17日的

「半分忠事件」乘亂通過二讀的服貿協定，進入三讀程序。結果主事者也沒有料想到，他們可以阻

擋住19日凌晨的警方驅離，進而成功地癱瘓了國會。香港的和平佔中運動原先是設想要干擾金融中

心的運作，但學生團體在罷課行動最後一晚（9月26日），突然發起佔領政府總部旁的公民廣場。

結果警方的強制清場，甚至拘捕黃之鋒、周永康近48小時之久，才引發群眾在金鐘的集結。28日警



方動用胡椒水與催淚彈，更是激發市民的憤慨，很快地金鐘、銅鑼灣、旺角三地就出現了自發性的

佔領街頭風潮。

兩場抗議其實都不是按照一套預先設想的脚本演出，也都是由於主政者的失策或誤算，才讓抗爭規

模擴大。在3月18日之前，反服貿的學生曾多次試圖闖入立法院，但都被警察阻攔；等到他們真正

攻陷了議場，自己也沒有料想到這項舉動立即吸引廣大的聲援，使得試圖抬離的警察反而面對強大

的反包圍群眾。香港佔中運動一開始只是規劃少數「死士」的公民抗命，他們自願承擔挑戰法律的

後果；學聯與學民思潮(學民)的罷課與佔領公民廣場行動，原先也只是以學生為主要動員對象。很

明顯，兩地的運動者都低估了潛在的社會不滿情緒，起初的激進抗爭手段不但沒有讓運動陷入絕

境，反而激發了更廣大的市民參與。

儘管有這些相似性，太陽花運動最大的籌碼就是他們阻擾了國會的議事，至少使得全院會議無法召

開，這迫使執政者比較會感受到急迫性。畢竟如果連象徵國民主權的機構都癱瘓了，政府的正當性

就受到衝擊。相對地，香港運動者至今只有佔領街頭，而沒有能讓任何一個政府部門運作停擺。因

此，在10月2日之後，儘管特區政府擺出願意與反對者對話的姿態，卻接連多次以各種技術性理由

來擱置實際的談判。特區政府顯得有恃無恐，打定的算盤就是持續的街頭佔領將會激發更多的民意

反彈。就空間而言，台灣的抗爭者當初是處於較有利的位置，立法院兩旁的青島東路、濟南路並不

是交通要道，也不是繁華的商業中心，阻礙交通比較不會引發民怨。相對地，金鐘的夏愨道與旺角

的彌敦道則分別是港島東西向與九龍南北向的幹道，這使得香港運動者面臨了較不利的局勢。



（學生透過網路動員，到立法院現場聲援。劉國泰攝影）

其次，兩場運動都看似依靠群眾的自發動員，而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心。在太陽花學運動起

初的前幾天，場外激進派與場內溫和派一直存在路線上的爭議，3月23日晚上的佔領行政院事件就

源自於領導權的鬥爭。在之後，儘管在25日議場內幹部重組決策體系，建立了三十人代表大會以及

九人決策小組，似乎穩住了運動的領導權，但是一直在4月10日正式撤離之前，太陽花的領導核心

仍是受到其他次級團體(激進側翼、賤民解放區、二樓奴工)之批評與挑戰。在香港，學聯、學民、

佔中三股勢力構成了主要的領導核心，但是他們對於群眾的掌握是十分有限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在

9月28日當晚，由於各種謠傳橡膠子彈即將動用的傳言，學聯緊急呼籲參與示威者全面撤離。但是

結果反而是更多市民的加入抗爭，使得佔領運動擴展到旺角與銅鑼灣。

就這種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而言，有穩固的領導核心是利或是弊，自然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可

以確定的是，明確的領導體系能夠使得主事者有策略上的靈活運用空間，儘管它降低了群眾的自主

性。太場花學運在進入第二週之後，主要的訴求從實質性的「退回服貿、重啟談判」，退縮至程序

性的「先立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後審查」，訴求對象從馬英九總統，移轉至立法委員(要求朝

野立委簽署承諾書)，就是明顯的例子。立法院長王金平在4月6日宣示支持「先立法、後審查」的訴

求之後，議場內學生也在隔天發表明將要「光榮出關」。兩次重大的策略調整，儘管有些內部質疑

聲音，但是太陽花領導者仍是有辦法貫徹其決策。



相形之下，香港運動領導者的策略運作空間是比較受限的。許多群眾認定包括公民提名在內的「真

普選」方案是不能撤守的底線，其他各種爭取「有公民提名之實，而無公民提名之名」的替代方案

被認為是「投降派」。在抗爭現場，也可以感受到很明顯的反領導中心的情緒，到處可以看到自發

張貼的「學聯不代表我」、「人人皆是領袖：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標語。香港雨傘革命是並不

是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所啟發，例如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而主要是來自於激進本土派群眾對於

採取溫和穩健路線的泛民黨派議員、和平佔中運動領袖者之長期不耐。這股反運動領袖之心態甚至

是已經演變成為各種「獵巫」指控，如此一來，出現了各種奇怪的傳言，所謂「左膠」（原先是指

那些反對歧視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之社會運動人士）將要「騎刼」（按：即綁架之意）運動成

果，亦或是暗中策劃拆除路障，瓦解運動。不難想像，在這種充滿不信任與猜忌的氣氛下，就算是

特區政府願意誠心對談，運動領導者也沒有太多的權衡與彈性的空間。

最後，反政府示威的成功關鍵之一即是統治菁英內部的分裂。當同情北京學生的趙紫陽失勢，用坦

克車與步槍終結天安門學運就成為無可逆轉的命運；同樣地，當埃及軍方決定採取中立姿態拒絕鎮

壓解放廣場之民眾，總統下台與運動勝利也成為指日可待之結果。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受惠於國民黨

內部的馬王鬥爭與接班競爭。在佔領行政院事件之前，馬英九、江宜樺固然採取強硬姿態，指責學

生行為違法，但是包括郝龍斌、朱立倫等地方諸侯，卻或多或少表達較同情學生之立場。王金平最

後表態支持「先立法、後審查」，也讓學生能夠找到施力點，能夠聲稱某種程度的勝利。



在表面上來看，香港雨傘革命是面臨了團結一致的對手。北京政府表明全力支持梁振英的作為，而

建制派議員與反佔中人士持續他們的批評，這並不意味著運動者沒有試圖運作統治菁英的內部分

歧。佔領運動是針對位於金鐘的特區政府，而不是在西環的中聯辦，儘管所有人都是知道特首選舉

辦法是由中央定調的，即是具有明顯的策略考慮。在日前突發傳出梁振英接受澳洲UGL企業的「祕

密款項」，也是值得觀察的發展，究竟這個消息是如何流傳出來，其政治意圖為何，目前仍不明

朗。如果香港運動者能夠持續抗爭的動能，統治集體內部的矛盾是比較有可能被激化，而無論其政

治分歧是來自於較開明的建制派、想要取代梁振英特首的競爭者、亦或是中國內地反對習近平的勢

力。

總之，香港街頭儘管沒有了兩週前的催淚彈與胡椒水，或是上週的黑道暴力，但這卻是一個令人摒

息以待時刻。未來香港的民主，就將取決於這項僵局是如何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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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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