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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土與階級爭論的背景》 

(標題為編輯所加) 

評論人：梁文道 

 

為了突顯《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一文的意義及啟示，我嘗試為這篇文章再提供一

些背景：首先第一個背景是香港最近出現了很多關於本土的爭論，最為顯著的是來自本

地社運界內部。如果我們使用最簡單、流行的語言來形容，就是「本土派 V.S.左膠」的

爭論了，我不再為「左膠」一詞作一個仔細的定義，因為相信大家對「左膠」已有一定

的了解。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翻譯為一個較學術的語言，亦即是許寶強所引述 Nancy Fraser 有關

Redistribution 以及 Recognition 之間的辯論。當我們嘗試判斷香港的問題時，香港主要

是屬於哪一個類型的問題呢？ 是 recognition的問題，即是一個文化身份上的認同、身

份不被承認、或是身份被打壓的問題？ 還是經濟、利益或是階級上再分配的問題呢？ 

哪一個層面才是真正的問題？哪一個層面的分析是可以吸納及涵蓋到另一個層面的問

題。我想這是當前我們所面對其中一個的爭論的背景。 

 

第二個背景還牽涉很多如自由行，或是香港租金不停上漲等問題，其實最近香港發生的

大型社會運動亦浮現了這些討論，只是這些爭論未必與所謂的中國的存在或是中國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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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直接相關。例如前一陣子剛結束的碼頭工人罷工事件，或是現時大家正在討論的最低

工資、最高工時及直資學校的教育資源分配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直接與中國問題或是

中港矛盾拉上關係，我們又應該如何去判斷這一些問題？我們可否從這些爭論中提煉出

一個框架，把這一組問題都吸納在內並給予一個統合的分析和掌握呢？我想嘗試在這樣

的一個背景下來開始看一下許寶強這一篇文章。 

首先，許寶強表面上提出一些本土政治、本土主義的問題，但實際上他的文章亦講得十

分清楚，本土主義只是作為一個例子用來說明香港的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的困局，而本土

主義便是這個困局下所產生的病徵。這個病徵是甚麼？先來斷症的是是本土主義：這個

本土主義其實包含很廣，例如大家都剛才所提及到的最近陳允中所區分的「開放、真正

本土派」和「土著派」。其實本土……是很多種的。究竟這些本土的分別是在哪裡？許寶

強沒有很著力嘗試作一個分析及光譜上的定位。 

 

許寶強指出有一些本土行動有時候會牽涉到階級利益的照顧，有一種左翼的關懷在內，

但亦有一些本土行動是沒有的；但他嘗試指出不論是哪種本土，也很有可能有問題。本

土的問題在哪裡？他借用了齊澤克的分析，去了解美國這一個近年新自由主義在成熟的

資本主義社會下發生的一個問題：為甚麼在美國或是歐洲等地區，最支持他們或是最擁

護右翼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往往是一些我們認為是身受其害的低下階層？其中一種

解釋是，由於今時的右翼綁架了或是利用了一種民粹主義，呼召一些文化上、身份上或

是宗教上的一些價值，而那一些東西是有說服力的。在這個情況下，美國的 Liberals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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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較稍為中間偏左的一種看法，他們是沒有辦法解決或是沒有辦法有效地回應到這種

右翼對於文化的、身份的、宗教的、種族的…這一些身份符號的利用，他們無法作一個

有效的回應。 

 

這就是許寶強嘗試用來了解今日香港的這個本土主義的興起背後的問題所在。當然我們

會預期到許寶強所提及的替代出路便是階級，但如何把剛才的問題轉回階級問題？ 最

近幾十年大家對「階級」一詞有太多的爭論：我們所說的階級有什麼意義？ 階級是不

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下的階級？在這裡許寶強較為側重使用波蘭尼，波蘭尼所指的階級

是一個文化和社會現象，多於是一個經濟現象為先的狀態。 

 

許寶強再建議我們嘗試用一個更擴大、已過程化，甚至已改變的階級框架，去理解今天

香港本土中所提及的所有看法，例如是本來所擁有或是所享有的某些價值或是利益被剥

奪了、被拿走了。這一些是被壓迫階級，而這些被壓迫的階級的定義或是所包含的範圍，

不單是傳統下所謂的經濟上有產及無產的劃分，而且還包括了在文化資源和時間資源擁

佔上，各種資源的擁佔和分配上都是處於一個被剥奪的、被排除的位置，而這個階級才

是一個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階級。 

 

最後許寶強在結論中呼應馬國明對本土的定義；我們應該把本土看作是被壓迫的祖先相

認，然後把剛才所提及的這些階級，與本土等同起來。如果本土所指的本土便是與被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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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的祖先相認，而所謂階級便是被剥奪的階級，是在各種的經濟文化的社會資源上，都

被排除、被剥奪的人。於是，左翼和本土派，似是可以找到一個交滙的地方，化解這個

問題。 

 

我覺得許寶強這篇文章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文章，這對於我們如何看待當時的問題或是

如何處理什麼問題。但是他當中有兩點，我覺得還是未能夠很準確或是很全面地可作回

應，可能這篇文章是一個較為高理性的文章。第一點便是關於中國的存在或是中國大陸

的存在；如果我們今天要解決香港所要面對或是要處理種種問題的時候，例如很多的商

店的租金不斷上升，然後使現時很多報紙雜誌社所提及、市民所十分熟悉，有數十年歷

史的店舖倒閉，取而代之的是莎莎或是米蘭站等。大家都認為有很多問題，是很不妥的。

這個情況是一個怎樣的問題？ 按照許寶強的說法，是稱之為階級問題。但是，我們需

要明白的，許寶強的文章好像也曾提及到現時有很多自由行，或是來購買奶粉、樓房的

人，他們是一些內地的中上層階級，而這一些人是有一套關於好的生活的理解或想像，

他們來香港是他們生存策略的一部份。我們又如何處理他們這一班人？ 當我們把鬥爭

的焦點放在香港：例如我們先解決階級的問題，或是我們不要把整件事不要變得太簡單

化、排外。但是，這個運動又能否只能局限於本地？因為我們同時需要間接面對的問題，

便是中國大陸內部自己也有一個階級矛盾，那一部份又應如何處理？這兩部份並不能輕

易地劃分，因為內地現在亦很多來不了香港的那一些人，他便是一個被排除的人，而可

以來香港的那一些內地人，其實我們也很難把他們歸類為既得利益者。所以那一班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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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階級屬性？而那個鬥爭是否應該要有一個串連兩地的可能或視野，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是許寶強這篇文章沒有提及，亦是很多時我們的左翼派朋友都較為少去談

及的問題。因為土著派有一個十分明確的打擊對象，無論那個打擊對象是想象的還是真

實的也好，便是一個中國，而那種東西不論是在情緒上的呼召力亦是較強的，以及它有

一個十分實質的存在，有一種鬥爭策略，是會較為完整的。所以我想這個可能需要大家

再看看。 

 

（本文根據 2013年 6月工作坊發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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