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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



「現狀」的構成

自成一體的香港社會（呂大樂）

身份成員的範疇分類（馬傑偉）

中港邊界的強化及本土人口管理（谷淑美）

「默然地接受現存的權力體制」（陳清僑）

「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及生活方式的不變」（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

》）



回歸

無法回到「原來」的舊中國

沒有一個具創制革命性質的新中國

一國兩制：香港在中國主權下維持現狀

維持港英政府晚期治下的制度及生活方式



充滿挑戰的現狀

中國民主運動的出現及難産（1989）

香港民主化運動、政黨政治（1990-）

從北京角度看：「井水不犯河水」

從香港政治反對派看：「民主抗共」（民主派、民主化、政改）



充滿挑戰的現狀，本土的呼喚

去制度化：本土政治認同在飽受挑戰的現狀中轉化及滋長

2003：「反廿三條」，政治化的本土公民社會抵抗中央

2006-07：本土行動保衛天星、皇后碼頭

2009-10：反高鐵

2010至今：本土主義轉向



本土主義轉向



大國的邊陲變異

中國作為資本主義大國崛起（資本輸出、消費力膨脹）

2003年之後大陸自由行旅客暴增，以及由此衍生的問題（如「雙非」）

本土議題：街道整潔、城市秩序、公共資源（醫療及教育）、日用物品市場遭

受「中國」擾亂

本土作為族群身份

本土主義政治論述



蝗蟲你的確欠打 巴士港鐵小巴
餐廳酒店商舖內亂叫喧嘩

難道你不覺醜嗎 街邊點煙踎吓
跟手比個蘇蝦將金滿地灑

其實見這個國家 偷呃拐騙到家
高呼一句中國人誰人亦怕

蟲國化名叫支那 一早醜遍東亞
一天一句普通話將我同化



香港的保蝗政棍、偽社工、狀賊、唯利是圖中介、銅

臭私院、庸官等，為了個已出位、選票、黨爭、派鬥

、狀利、銅惡、擦鞋等；長期出賣本地婦女，未育的

不敢生，生的本地孕婦變了二妹角色，受盡折磨，床

位、覆診、超檢、分娩、等待遇被削減，得到的極不

公允待遇，分娩後還要搶奶粉、逼健康院、爭學位、

等。本地市民的應有福利和尊嚴，一次次被人出賣，

社會不彰所產生的怨氣，已是刻不容緩，忍無可忍！

我們是一眾本地市民，不參與政爭派鬥，純粹"市民自

發運動"，為撐本地孕婦婦女孺幼為首任，其次關注下

一代人的社會發展、捍衛本土文明、防止蝗化清洗，

保衛本地市民的應有權益，真真正正代表自已發聲，

長期抗爭至市民終勝。嚴禁政黨從政和其背景等人參

加，對不起！（2011）

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10 

萬人 Like 俾政府睇！



2014：驅蝗行動
2015：光復行動

「廣東道驅蝗行動」2月26日梁金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3lEwU-Ylx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3lEwU-Ylx0


民粹主義中的生命政治

排外民粹主義，匯聚在「反中國」大旗之下

對政治改革的失望

激發生命政治的衝動



族群：生命政治

源自17世紀的歷史政治論述：貴族知識階層以”Race”等概念，用「集體生命形

式」談論政治鬥爭及歷史

19世紀才賦予”Race”等概念生物學、遺傳學及人口學等意義，由國家政權自上

而下規管（Foucault）

生命政治成為現代國家的重要部份



去制度化中的生命政治

香港自上而下的生命政治體制規管失控（中港邊界的鬆弛、龐大大陸人口的跨

界流動）

「（集體）生命」的隱喻：”The City is dying, you know?” 

香港本土右翼：自下而上的去組織化、離散的生命政治，回應崩解中的生命政

治體制

尋求族群統治，與民主自治混和（「香港人優先」）

有責任及迫切感「追求自由、取得主權，創造自己的經驗」(Dubet 2004)



本土主義：生存的抉擇



運動的原子化

不斷分裂的小團體

個人、社交媒體小團體、KOL

一次或短暫的行動

泡沫化



本真自我的追求

在死局中展現孤絕的自我：眾人（「港豬」）皆醉我獨醒

反對「和理非非」，體現「勇武」

「勇武」：一種蔑視既有及確定秩序的勇氣及姿態



政治生活風格

追尋政治對抗的生活風格多於一種政治計劃

追求黨派及熱情位置多於法理性普遍原則



結語



本土認同的轉化

一國兩制：等級主權（graduated sovereignty, Aihwa Ong）作為分類機制（

sorting mechanism），延續及推動香港本土意識

過去：本土認同作為整合的共識、修辭、規範

現在：本土認同成為一個戰鬥的位置，鬥爭的場域，決裂的開始

本土主義並不是一場新的反抗運動，而是一道政治地景中的裂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