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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局势可以分几个不同的层面来分析。 

 

首先是香港为什么出现这些政治运动，香港人为什么要占中和罢课？直接原

因是对政治现状不满，固然可以探讨这表层的不满背后还有经济地位的下滑、经

济结构的固化、裙带资本的霸权、中产数量的缩减等等经济原因，这些都没错。

但要注意经济是经济，政治仍然是政治。经济的失落或许是不满的基底，但直接

的催化剂无疑是 08 年之后中央日益加强的控制，导致了一种香港“大陆化”的

结果，各方面日益收紧的政治控制、对媒体及部分民间组织的软性打压和各种安

插与收买，这些都是香港人能直接感受到的，如同扼在喉咙上的铁手慢慢加力，

你就会感觉喘不上气来。 

 

然后则是你有了不满之后会怎样做？现有的政治框架内没有参与的机会，找

不到解决的办法，自然只有走上街头一条路可以选，而且香港人从 70 年代开始

的各种民权运动不是没试过其他的路径，现在的反抗方式特别是占中并不是众多

选择中的一个，而是唯一值得尝试的路径（因为其余都已证明无效，当然例外是

67 香港极左的恐怖暴动，那次暴动的结束标志着港英治理模式与理念的剧变和

我们今天看到的香港的出生）。 

 

顺着这个思路来分析港人现在的政治运动，你有政治不满之后体制内没有机



会但是体制外有空间给你（没有镇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你自然就会去上街

而不会闷身发大财了（从这个角度讲闷身发大财的机会减少确实是一个因素）。

就拿大陆来说，如果所有人此时知道自己上街游行都不会有限制不会有镇压不会

有秋后算账，那现在情况会变成怎样？ 

 

所以理解此时香港局势特别是民间政治反对的关键点就是，你需要明白现在

的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包括遭人批评的泛民或学生的政治不成熟、悲壮情

绪等。当然你要问我支持不支持，我绝对是无条件支持的，所谓“我反对中央也

反对占中”或“我反对中央但也讨厌泛民”之类的看法，如果是香港人或是热爱

香港的大陆人我只能说你愚蠢最终只能自作自受；如果是对香港无所谓的大陆人

那你以纯粹第三方的立场怎么想都可以，你的看法根本不重要。占中计划是这一

切自然反应过程中唯一稍显出人意料的产物，可以看做历史上一贯少有但存在的

行动主体尝试定义自身所处历史的努力。它很可能是一步死棋，但至少还是可以

挪动的一颗棋。死局之后会是什么？现在不可能有人能预料到。 

 

说完以上这些，再来看普选和民主到底对香港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争取。

这个问题如果从民主本身价值来分析很难得出一个有力的实用论证，实现后的政

治框架与香港裙带资本和民间左派的互动也属于未知，难有定论。换一个角度去

体会，有人说过一个城市也有自己的命运，未来的衰落就是香港的命。这话没错，

但是你命中总会期待一些东西，并在得到承诺后相信你所希望之物会预期到来。

然后你就知道人生可以走向下一个阶段，寻找新的追求，面向新的问题。在这个

层面上香港的普选问题其实和台湾的独统问题有相似的意义，用不了太久台湾人

恐怕也得或主动或被迫做出一个最终选择，而且最好是“自己的”选择。 

 

如果承诺之物没有预期到来，少有人会心甘情愿吧？基本法规定 07 年以后

特首选举办法可以向普选方向修改，于是民主派一直要求 0708 年双普选，后来



中央不同意，又推到 17 年，现在中央已经对 17 年表态，谁都能看到是什么样

的结果。现在再不想尽方法去争你就一辈子受“命运”的摆布吧，真是活该。 

 

最后，退到底来谈，假如普选真能实现，对香港有没有好处？香港这些年的

经济停滞确与整个亚洲区域经济环境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有关，但是香港产业

结构的固化等问题与自港英传承下来现受中央影响的非普选政治架构绝对脱不

了干系。它此时的特征体现在与资本的裙带联系（港英遗物）和不能自己做主的

痛苦（中央影响）。这个政治框架已经衰退到无法解决香港面对的矛盾和问题，

它只能在资本、中央与民意间苦苦徘徊，在丧失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不断试图去讨

好民众。香港政治体制的勉力运作现在全靠健全的公务员行政体系与还在固守本

色的法治架构及它们对民间的长期深厚影响，“政治权力”这个角色从最纯粹的

意义上来讲实际上是缺位的。照这个情形发展下去，香港的政治体制只会腐蚀得

更快更严重，甚至动摇到它的行政与法治根基，那时香港才真正“死”了。 

 

如果有普选呢，局面也许会更差，香港的发展也许得不到改善，确实无法预

料会发生什么。可是你必须要理解，这是香港为保全自身唯一可能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