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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選舉在2016年9月4日進行；在兩年前的同一個月，催淚彈激發出了一場

爭取真普選的佔領行動，持續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宣告香港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政

治年代。儘管大規模的佔領運動到最後能量消散，在黑道暴力與警方強制清場下，

沒有取得具體的成果，但是雨傘運動所埋下的種子，如今已開花結果。

何明修

https://www.twreporter.org/author/571dd6dcdae62379576d7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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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開票結果，在直選的40席（包括地方直選與超級區議員）中，泛民主派政黨原

先擁有21席，現在剩下16席。但整體而言，非建制派的陣營勢力並沒有減少席次，

因為除了3位新崛起的本土派人士以外，還有3位社會運動出身的當選人，他們異軍

突起成為這次選舉中最大的亮點之一。

在社運派3位當選人中，朱凱廸的例子最具傳奇性。他從2006年開始就參與一系列

的反開發運動，長期與盤踞新界地區的土豪劣紳對抗，先前兩次參選區議員時都受

到地方黑道恐嚇，因而以敗選收場。但這次朱凱廸一舉拿到8萬多票，不只是新界

西選區的最高票，更成為了超級區議員選舉以外的「票王」。

事實上，晚近一波香港社會運動風潮，是從10年前的 、 開

始，到後續的反 與反 ，在這一系涉及土地正義的議題中，朱凱

廸幾乎是無役不與，也因此多次被捕。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朱凱廸的參選風格很類

似環保運動者潘翰聲（前綠黨召集人，後來參與成立樹黨），他們不是帶著女兒一

同拉票，就是騎單車造勢。只不過，這次朱凱廸成功地達成了台灣環保運動者一直

想要追求的目標，也就是不依靠既有政黨，獨立挺進議會。

劉小麗原先是大學講師，在雨傘運動期間成立「 」，到處在街頭宣傳

社區參與的重要性。劉小麗這次以各種社會改革訴求為號召，拿下了九龍西選區的

第三高票。在今年農曆年節，旺角地區因為取締街頭攤販而引發「 」，造

成警民衝突。事實上在此之前，劉小麗就親身在街頭賣小吃，用行動表達對於攤販

的支持。攤販之所以成為政治問題，在於特區政府以衛生安全名義打壓傳統的香港

街頭文化，如此一來，保衛攤販不只是關乎經濟弱勢人民的生存權，更是為了對抗

消滅香港人共同記憶的政商共謀。

在港島區拿下第二高票的羅冠聰今年才23歲，他曾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秘書長，

在雨傘運動期間，他曾試圖代表學生赴北京陳情，結果回鄉證被取消。羅冠聰目前

擔任剛成立的香港眾志的黨主席，這個團體的成員主要來自因反國民教育運動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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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成名的學民思潮，其領導者黃之鋒因未滿20歲，所以無法參加這次的立法會選

舉。

從「左膠」到民主自決

從背景來看，朱凱廸、劉小麗與羅冠聰分別代表土地保育運動、社區運動與學生運

動，在近年的香港，這樣的運動背景經常被貼上「左膠」的標籤。這個非常不文雅

的號稱是用來指控社會運動者太過於堅持自己的運動理念（例如普世的人權價

值），而忽略了人民實際面臨的問題（即香港人所講的「離地」）。更重要地，他

們往往不願意討論或正視中國因素所導致的種種問題，因而淪為所謂的「大中華

膠」，或是根本暗中配合特區政府的「賣港」。

特別是晚近以來，來自中國的新移民、自由行遊客、水貨客所產生的諸多生活不

便，已經是香港人的共同經驗。社會運動者訴求不要歧視，呼籲要大愛寬容，更顯

得不切實際，種種陰謀論的指控也不逕而走。在雨傘運動期間，佔領區現場到處可

以看到「提防左膠」傳單，針對檯面上的社會運動者進行人身攻擊，這些行徑已相

當於文化大革命的批鬥。

香港的社會運動者過去避談越來越明顯的中港矛盾，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的擔憂，

如果過度彰顯這個問題，容易引發以族群為基礎的排外主義。此外，過於教條的左

翼思考，也容易太過武斷地認定，階級分歧是最重要的問題，因而將其他類型的壓

迫視為次要的。如此一來，香港社會運動者往往陷入失語的情境，無法回應各種香

港社會的突發現象。

有跡象顯示，雨傘運動的爆發帶來了新的局面。在佔領運動爆發之前，學生發動的

罷課行動高舉「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命運自主」的旗幟。在雨傘運動結

束後，黃之鋒積極倡議「全民制憲」、「公投修改基本法」的主張，香港眾志就是

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推動資源、經濟層次的「自立」。就事後來看，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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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訴求成功地擺脫已經陷入停擺窘境的政改、普選的技術問題，以更高的層次來思

考當前香港人所面臨的困境。換言之，如果香港人能夠享有完整自治的憲政體制，

可以自主決定自己的人口、經濟、文化與教育政策，那麼中港矛盾就不會被引導至

排外的攻擊事件。除了羅冠聰以外，劉小麗、朱凱迪也都在選前支持民主自決的訴

求，這可以說是香港社運界的正式集體表態。

社會運動的自決轉向，也明白地劃分出一條與本土派不同道路，後者有形形色的主

張，包括港獨、中港隔離、一國兩制的永續化等等，但是都沒有觸及最核心的民主

自決問題。此外，香港的泛民政黨長期以來堅信「民主抗共」的信念，他們總是期

待能落實特首真普選、立法會廢功能組別、落實一人一票的制度，如此才能有效捍

衛香港核心價值，並且避免被「赤化」。然而，這些民主規則的背後都是預設有一

群能夠自決而且邊界明確的政治社群，如果避談這些更根本的原則，不只是無濟於

事，也容易拘泥於細節的爭議（例如要不要與中聯辦談判）。

借鏡香港

從街頭抗爭到議會殿堂，朱凱廸、劉小麗與羅冠聰三人實現了台灣的社會運動者所

追求的理想。是的，台灣社運人士有時可以依靠少數較有理念的民進黨立委，發揮

其政治影響，這種情況如同香港泛民政黨中的工黨、社民連也是與社會運動長期有

合作關係。但是無論是在台港，社會運動者的獨立參選都是一條艱辛的道路，在缺

乏既有政黨資源支持下，批判主流價值、挑戰既有政經利益的候選人是很難在激烈

的選戰脫穎而出。台灣的綠黨已經成立了20年，至今仍無法進入立法院。在今年初

的選舉，乘著太陽花運動氣勢而成立的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原本聲勢一度看好，

但是仍舊無法跨越當選的門檻。

對於台灣而言，香港的啟示會是什麼？答案當然不是「民主自決」，在台灣的脈絡

下，頭腦正常的人幾乎都同意台灣的前途是由台灣人民所共同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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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我們可以參考香港社運人士連結運動與政治的方式。社會運動所涉及的議題很

多時候是小眾關切的、局部性的，運動者深耕細作，自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對於更

廣大的公眾議題，想要進軍議會的社會運動者也應該勇於表態，試圖從其運動核心

理念中梳理出相應的政策政策，並且積極說服選民。在台灣，圍繞著所謂九二共識

爭議的兩岸政策就是屬於這一類的議題，不論是哪一個生活層面，各種「中國因

素」所帶來的影響都是具體可以感受到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拒絕碰觸獨

統、或是認為所有關於國族議題的討論都是「骯髒的」、「不入流的」的心態，是

無助於社會運動者面對更廣大的選民。說好聽一點，這是一種天真浪漫的「小清

新」心態；說難聽一點，這只不過是反映了社會運動者的知識傲慢。

社會運動並不一定要進軍議會，才能實現實其目標。從溫和的遊說、倡議，到衝突

性高的示威、杯葛、罷工、佔領等，都是社會運動常見的手段。然而，一旦社會運

動者決定採取了選舉的道路，就得正面應對這些公眾關切的政治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