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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暴風雨災難打亂了人們日常的作息，也形塑出新的地景與地貌；等到雨過天晴之後，儘管有各

種復原與重建的努力，我們再也無法回到過去的常態生活，隨著時間流逝，甚至連以往家園的記憶

也漸漸變得模糊不清。在2014年秋天，香港爆發了長達79天的「雨傘革命」，爭取真普選的訴求

號召出廣大人民的抗爭，他們無畏催淚彈、胡椒水、警察與黑道的暴力，勇敢地爭取自己應有的尊

嚴與權利。經歷了這一場國際關注的反政府示威，香港社會再也無法回歸到原先的「平靜」，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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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經成為國王的新衣，共產黨的政治誠信也跟著宣告破

產。

陳奕廷是來自台灣後山的網路媒體工作者。在雨傘革命登場前兩年，因為偶然機會開始接觸香港，

他鍥而不捨地尋找各種專訪機會，試圖理解當地的社會紋理與歷史脈絡。陳奕廷的努力成果就是日

前出版的《傘內傘外：民主前夕的香港故事》，這本書收錄18位代表性人物的深入報導，從位居要

津的政治人物到剛進大學的運動領袖，從保守反動到激進抗爭，這些香港人物的世界觀、政治態

度、生命哲學都收錄在這一本適時出版的專書之中。要了解未來香港的走向，就有必要深入了解這

些不同世代與意識型態相異的香港人，因為他們接下來的所作所為將會是影響重大的關鍵。

正是由於這本書的編採都是在雨傘革命出現之前，陳奕廷為讀者保留了暴風雨侵襲之前的香港社會

風貌。劉兆佳是知名的社會學家，他提出「難民社會」的概念來理解香港人的政治性格。劉兆佳認

為，長期以來香港人口是從一波波中國大陸逃難的移民所組成，所以政治冷漠與重視家庭利益幾乎

是無法改變的先天印記。另一個劉兆佳所創造的詞彙即是「行政吸納政治」，這是指港英政府的有

效治理成功地消解了殖民地的社會不滿，從而創造出來香港的經濟成長奇蹟。劉兆佳顯然堅信香港

人的政治保守主義，他也認為在九七回歸後，特區政府仍有能力複製的政治奇蹟，因此，他成為了

全國政協委員，更接任了中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一職。劉兆佳斷然宣稱「我們跟台灣不一

樣，不會有太陽花」。沒有料想到的是，香港人佔領金鐘、銅鑼灣、旺角的抗爭行動足足比台灣的

佔領立法院更持久。

親北京當局的香港人誤判局勢，同樣的錯誤也發生於支持民主運動的陣營。劉細良是在2012年創辦

「主場新聞」的合夥者之一，他毫不含糊地指出，香港有比「蔡旺旺」更多的「代理人」，因此，

一份揭櫫本土立場、關心社運、支持民主的網路媒體在香港一定有其市場利基，能殺出一條生路。

劉細良羨慕台灣的民主改革，他認為新媒體是網路時代中推動民主的重要力量。但是沒有想到，在

雨傘革命登場前兩個月，曾經引導香港輿論的「主場新聞」卻突然宣告中止營運。劉細良當初的壯

志豪言，從此成為空谷回音，無以為繼。

面對香港人爭取百分之百的民主與北京當局緊縮控制的矛盾，陳奕廷也記錄了一些親北京意見領袖

的看法。曾鈺成是香港立法會主席，雖然他與共產黨有過從甚密的背景，但是他為人處事與主持議

事的公正仍是受到民主黨派的尊敬。曾鈺成理解北京的期待，也能體會香港人爭民主的要求，他試

圖說服民主黨派能與共產黨達成某種的妥協，這樣努力最後是徒勞無功。香港人民不願意接受溫吞

軟弱的民主黨派議員，而北京對於政治改革也絲毫不讓。雷鼎鳴是著名的經濟學家，經常在報章媒

體發表專欄文章。高房價讓香港年輕世代買不起房子，房地產公司還兼營超市、巴士、電力與電訊

產業，早就引發了「地產霸權」的批評聲浪，甚至還出了「不幫襯地產商運動」（本書也收錄其發

起人龐一鳴的專訪）；相對於此，雷鼎鳴卻採取自由市場的解釋，他認為香港房價是來自於土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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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足，而不是房地產的壟斷。他甚至主張應解編郊野公園，以增加房屋的供給。在雷鼎銘看來，

香港青年人的不滿或多或少是自己造成的，他們缺乏上一代的勤奮努力精神，不但英文程度不好，

也對中國有負面的想法。這樣的看法的確與一些台灣大老闆的論調很接近，青年人就是愛抱怨、又

沒有能力的「草莓族」。

大部分的台灣人是從雨傘革命，才從新認識香港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社會。但是要了解為何香港人

能夠英勇地撐起這場民主抗爭，有必要回歸到先前的社會運動脈絡。這個道理就如同，我們不能只

看從「張慶忠三十秒事件」來解釋太陽花運動的爆發，而是要從先前的野草莓學運、大埔案、反媒

體壟斷、關廠工人抗爭、白衫軍等重大爭議。事實上，這些人權、都更、土地徵收等議題吸引了許

多台灣年輕世代的關注，他們成立新的運動組織，打造出遍及全國的動員網絡，甚至形塑出新的運

動領袖。沒有這些先前運動所創造出的資源，佔領立法院的行動就很難引發成為國民黨政府的政治

危機。

《傘內傘外》也記錄了雨傘革命之前的各種社會運動。羅永生與陳允中都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

教授，但是他們的運動參與方式卻完全不同。羅永生比較像是思想家，他從香港辛苦的「解殖」歷

程，來思考主體意識的意義；陳允中則是行動派，從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的保存運動，一直到反高

鐵運動，都可以看到他在抗爭現場的身影。朱凱廸、葉寶琳是80後的運動者，他們一系列的行動引

發了90年的新世代參與，包括黃之鋒與何潔泓。陳奕廷特別著重運動參與者之間的分工與世代傳

承，同樣的人際網絡實際上也支撐起台灣的近年來各種的「公民運動」。理所當然，從本地讀者角

度來看，我們會特別想要知道台灣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樣的知識興趣與好奇，不只是來自於兩地

社會共同面臨了中國因素的打壓，共產黨報紙很早就將佔中運動抹黑成為「勾搭台獨的港獨」；更

重要地，從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與反國民教育，到2014年的太陽花與雨傘革命，台港運動者的關

係已從交流與彼此學習，進展成為相互聲援，甚至是有合流的趨勢。或許，這可以是陳奕廷下一本

書可以多加以著墨的議題。

細細閱讀《傘內傘外》會得到這樣印象：這些立場相異的香港人是深層地鑲嵌於他們過去的經歷與

成長的背景。無論是雨傘革命的支持者或反對者，他們都發展出一套首尾連貫的世界觀，而且這些

想法即是具體地展現他們的作為。因此，當前香港社會的各種社會對抗，包括保守與激進、親中與

本土、左與右，都是根源於這些不可化解的意識型態對立。

從歷史上來看，激烈的意識型態對抗並不是消解的。一種可能是某一陣營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徹

底擊潰了其競爭對手，從而終結了原先的對立；另一種可能則是雙方願意採取務實態度，尋找可以

相互妥協的共同點。在太陽花運動之後的一年，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獲得了顯著的躍進，無論是在

各種民調的台灣人認同提升、馬習會的破局、國民黨在九合一大選的慘敗等等，都似乎顯示統獨爭

議已經不再是重要的政治分歧。相對地，後雨傘革命的香港人仍在摸索，無論他們接下來的選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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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台灣的讀者將需要下一本《傘內傘外》，更深入地理解香港社會的軌跡。

為這篇獨立評論按讚→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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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