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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修：擋不住的香港本土運動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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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抵抗，本土運動浪潮之所以擋不住，原因正在於北京政府的新殖民
統治，剝奪了香港人所企求的政治自由。這個病灶不改，本土運動轉向更激進的港獨訴
求，就是可預期的發展。（美聯社）

香港立法會的選舉揭曉，親北京的建制派並沒有如先前民調

所預測大獲全勝，在地區直選與超級區議員共40席次中，

他們總席次從原先的19席反而掉了一席。在傳統的功能組

別30席中，建制派還多掉了一席。總合來看，非建制派陣

營取得了共30席，比上一屆還多了兩席。

 
然而對於親北京勢力而言，席次的略減，或許並不是太大的

挫敗，更嚴重的打擊則是三位具有明顯本土派色彩、甚至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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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港獨」傾向的青年候選人當選，他們分別是熱血公民的

鄭松泰（33歲）、青年新政的梁頌恒（30歲）與游蕙禎

（25歲）。這些年輕新勢力成功進軍議會，接下來非常有

可能重新改造香港民主運動的調性。

 
在以往，泛民主黨派儘管有左與右的意識形態之分歧與抗爭

手段的溫和與激進之分別，但是或多或少都是共同依循「民

主回歸」路線。所謂的民主回歸是起源於八○年代初期的學

生運動，當時充滿理想主義情操的學生領袖主張，英國殖民

主義必需終結，而且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必得要民主化。

 
儘管當時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希望能永久維持現況（也就是

不民主與不回歸），但是民主回歸論就是佔據了政治正確的

道德高地，儼然成為無可反駁的高尚價值。等到八九天安門

慘劇之後，回歸早已成為無法扭轉的命運，香港人所能做的

就只是「民主抗共」，一方面用民主選舉來阻止北京所冀求

的全面控制，另一方面也寄望於中國的共產黨能和平演變，

終究步上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道路。

 
只不過，在2014年香港人期待以久的特首真普選完全落

空，北京政府只容許嚴格篩選後的投票，長達79日之久的

雨傘運動就是香港人憤怒的回應。從此之後，三十年以來

「民主回歸」路線正式破產，香港民主運動必得要重新尋找

新的方向。

 
本土運動的演進
 
在十年前，本土運動開始在香港登場時，其所指涉的內容是

要保存既有的文化與歷史遺產。儘管這些運動所涉及議題觸

及了敏感的中港關係，例如拆除皇后碼頭就是要清洗香港人

的殖民地記憶，興建高鐵就是要使得香港成為廣東省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而開發新界東北就是讓深圳與香港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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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主事者卻選擇了某種「去政治化」的定調，片面強調反

對開發主義或是地產霸權，這即是1.0版的本土運動。

到2011年以降，隨著中國新移民、水貨客問題爆發，香港

人感受到種種的生活不便，這時便出現了以排外言論、暴力

行動的2.0版本土運動。同年，有「國師」之稱的陳雲出版

了《香港城邦論》，正式奠定了論述基礎。

 
《城邦論》指出，1997年之前的香港並不是殖民地，是貨

真價值的自治城邦。未來香港的出路在於維持中港隔離，而

不是與其融合。香港人向來看不起深圳河以北的大陸人，在

中國經濟起飛之前，那是因為他們一窮二白；在之後，大陸

人則成了缺乏文明素養的土豪暴發戶。《城邦論》巧妙地延

續了類似的歧視觀點，並且改採某種文化差異的解釋。陳雲

主張，香港的歷史機遇保留了正統的華夏文化，而中國在共

產黨的暴虐統治之下則淪為無可救藥的「地獄鬼國」與「匪

國賊民」。

 
在雨傘運動前後，這樣的文化本質論開始受到質疑，本土運

動進入了民族主義與認同政治的3.0版的時期。2014年，香

港大學的學生刊物《學苑》先後提出了「香港民族論」（主

張香港人構成了一個政治共同體）與「香港民主獨立論」

（香港的民主帶來獨立於中國的制度）。成立於2015年的

青年新政則是重新討論了香港認同的定義，他們認為具有

「主體意識的覺悟」才能稱為香港人。

 
曾代表本土民主前線參選新界東補選的梁天琦，本身即是在

中國出身的新移民。但是梁天琦明確指出，無論出生地與血

緣之差異，只要願意認同香港的就是香港人。

 
簡單地說，短短的十年期間，香港的本土運動從原先避談中

港問題的文化保存運動，進展為以族群文化為基礎的排外運

動，最後則是形成了公民認同取向的建國運動。這顯示了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A2%83%E5%85%A7%E6%B0%B4%E8%B2%A8%E5%AE%A2%E5%95%8F%E9%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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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型民族主義之猛爆性發展：在過去，香港人或多或少願意

接納中國人的民族認同，他們總是可以堅稱中國不等同於中

國共產黨，愛國不代表愛黨。然而在北京政府的加緊控制

下，這樣的論述空間被急劇壓縮，早已不復存在。如此，過

去一年來，各種標榜「港獨」、回歸英國統治、或是揚言要

學習台灣「本土化經驗」的政治團體紛紛登場，也不足為

奇。

 

簡單地說，短短的十年期間，香港的本土運動從原先避談

中港問題的文化保存運動，進展為以族群文化為基礎的排

外運動，最後則是形成了公民認同取向的建國運動。（美

聯社）

 
選戰中的本土派
 
成立於2012年的熱血公民，代表2.0版的本土運動，一開始

他們以攻擊中國水貨客的行動而聞名，其主事者也不諱言，

這樣的激進行為就是特意打開知名度以進軍選舉。在這次的

立法會選舉，熱血公民與黃毓民 (普羅政治學苑 )、陳雲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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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論 )合組成「熱普城」連線，共同參與五區的選舉。五位

熱普城候選人主打永續一國兩制，以達成中港隔離的目的。

他們更進一步指出，基本法應如何修改，以促成這個目標實

現。

3.0版的本土運動的代表則是青年新政與本土民主前線，儘

管前者一開始也從事驅逐水貨客的「勇武抗暴」之行動，但

是他們很快就轉而接納民族自決的立場，而本士民主前線梁

天琦的首度參選即是主打「自決前途」的訴求。

 
在這次立法會選舉前，特區政府突然加入有違法之虞的篩選

機制，要求所有候選人都要簽署不得違背一國兩制之確認

書。結果儘管梁天琦願意接受這樣的條件，他與其他五人仍

是被撤銷了參選資格。因此，本土民主前線改採應變計畫，

宣佈支持青年新政等人之參選。

 
這次選舉等於是兩種本土路線的競爭，中港隔離論與民族自

決論出現了激烈的交鋒。從結果來看，3.0版的青年新政三

位候選人當選兩位，一鳴驚人。提五中一的熱普城連線顯得

略遜一籌，然而其兩位提名人黃毓民（九龍西）、黃洋達

（九龍東）分居落選頭，而鄭錦滿（港島區）則是落選第二

名，其實力也不容小覷。

 
更重要的，當選的三位本土派鄭松泰、梁頌恒、游蕙禎，其

實都曾參選2015年11月的區議員選舉，但是全都落敗，這

次捲土重來，反而高票當選。這顯示，這一年來香港政治環

境的巨大轉變，隨著越來越明顯的政治打壓，香港人抵抗不

認命的意志也就越強大。

 
本土派是阿共的陰媒？
 
從殖民地時期以來，香港向來是各國情報間諜戰的重地，這

樣的傳統也延續當代政治。有太多的耳語傳言指控，本土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5%B9%B4%E6%96%B0%E6%94%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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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港獨論述都是共產黨所特意製造出來的假象，目的在於

分化反對派、製造動亂，如此一來，特區政府就可以名正言

順地推動23條國安立法，整肅異議份子。

 
這樣的說法似乎也符合了特首梁振英的個人政治利益，因為

只有香港越亂，北京才越需要他。事實上，在雨傘運動落幕

後，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公開點名批評《民族論》，這才使

得這本學生編輯的作品一時間洛陽紙貴，成為全城議論的焦

點。

 
此外，無論是2.0版或3.0版的本土運動，都有各種各樣傳

言，共產黨在背後資助扶持。例如熱血公民善於利用各種網

絡與電台媒體，但是他們的財源到底來自那裏，常是被質疑

的焦點。陳雲曾痛罵香港的反對黨是「離地賣港」，他們號

召支持者先打倒泛民，再來對付共產黨。這樣的主張不就是

正中共產黨的下懷嗎？青年新政的領導者也被爆料，他們從

政之前與中聯辦過從甚密。選前，一份親北京的報紙舉證歷

歷，共產黨如何一路從大學時期就培養這一群年青人，鼓勵

他們從政。

 
這些傳言很難有確切的證據來印證或是否證，過去以來的狀

態即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接下來也不太可能會有所

改變。我個人認為，共產黨滲透，並且在暗中協助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畢竟，連老牌的民主黨都傳出重要人士被收買的

情事，共產黨要收賣年輕人肯定不會是難事。

 
然而，即使個別主事者有可能是共產黨的「鬼」，但是不容

否定的事實在於，本土派之所以浮現，甚至進軍議會，是為

回應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需求。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抵

抗，本土運動浪潮之所以擋不住，原因正在於北京政府的新

殖民統治，剝奪了香港人所企求的政治自由。這個病灶不

改，本土運動轉向更激進的港獨訴求，就是可預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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