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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本土意识
”

的历史性梳理与还原
——兼论

“

港独
”

思 潮 的形成 与 演化

祝 捷 章小杉

［
提 要 ］ 殖民统治在香港开始后

，

由 于 失去祖国 的保护
，

又无法认 同 殖民政府
，
香港人在 身

份上经历 了
一段迷 茫期 。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

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
，
香港人凭借各种社会抗争

，
建

立起 了本土意识 。 就其本质而 言
，
它是一种地域性意识

，
其 中掺杂着对祖国的 向往和对殖 民统

治的反抗 。 香港回归后
，
由 于历 史形势的 变迁

，
本土意识发生 了 某种说变 ，

沦为分 离 主义者谋

求
“

香港独立
”

的 工具 。 梳理香港本土意识从无到有的历 史 ， 有助于还原香港本土意识的 内 涵

及特征
，

明确本土意识并非 支撑
“

港独
”

的理论
，

从而将爱 乡 爱土的香港本土 意识与作为 分 离

主义的
“

港独
”

意识相 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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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独
”

是
一

种谋求
“

香港独立
”

的社会思潮 ，
近年来已 由隐秘的只言片语发展为

一

种理论

体系 不仅如此
，
更有激进主义者将

“

港独
”

思想付诸实践
，
公然在社会运动 中打出

“

港独
”

旗

号 。 通过主张或认同
“

港独
”

的学者及社会人士的建构
，

“

港独
”

理论已经基本具备了体系化的

特征。 这一理论体系同所有的理论体系
一

样
，
是由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 、 粘连各基本概念的

理论范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观点构成 。 基本概念构成了铺陈
“

港独
”

理论的
“

网上纽结
”

，
成

为对
“

港独
”

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关键所在 。 在众多关于
“

港独
”

的概念中 ，

“

本土意识
”

无疑居

于基础性地位 。 有论者注意到 ，

“

港独
”

运动是随着本土意识不断强化而出现的
一

种本土运动
，

尚处于初级阶段并带有强烈族群色彩 。 在有着漫长殖民史的香港
，
本土意识其来有 自 。 但早期的

香港本土意识 ，
是香港居民建立身份主体性的一种尝试 ，

其中掺杂着对祖国的向往和对殖民统治

的反抗 。 事实上
，
本土意识是个庞杂的体系

， 其中既有体现香港精神 、 能够凝聚香港社会
“

爱国

爱港
” “

爱乡爱土
”

情怀的本土意识
，

也有刻意突 出所谓
“

主体性
”

的本土意识 。

①关于香港本

土意识
，
存在两种叙述方式 ：

一

种视殖民政府为
“

他者
”

，
另一种视中 国 内地为

“

他者
”

。 由于历

史形势的变化
，
前者逐渐为后者所掩盖和遮蔽

，

沦为分离主义者谋求
“

港独
”

的 口 号 。 要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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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独
”

这种错误的论述
，
就必须在历史大视野中梳理和还原

“

香港本土意识
”

。

一

、 香港本土意识的历史渊源

１
． 殖民时期的

“

移 民
”

：
没有

“

本土
”

的本土意识

香港本土意识
，
当然是

一

种在地化的意识 。 但是
，
这种在地化意识从产生来看并不是属地主

义的意义 。 来港的内地人士建构了
“

反把他乡 当故乡
”

的意识
，
而这种意识在发生的初期 ，

更多

的是
一

种没有本地认同的意识 。

“

移民
”

对于香港从
“

他乡
”

到
“

故乡
”

的认知过程
，
形成了初

期的香港本土意识 。

殖民早期的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
，
殖民当局和中 国政府都不阻拦货物 、 资金和人员的流动 ，

华人基本上 自 由出入
，
其情况与其他中国沿海城市的

“

租界
”

相若 。

② 香港政局较为稳定 ，
加上

营商环境较为 自 由
，
每逢战乱就有大量内地居民涌入香港。 从开埠的 １ ９世纪中叶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

代
，
共有四波移民大潮

，
大多为躲避战乱 、 饥馑和政治运动从内地逃港 。 当时的多数移 民对于香

港的认同感不足
，
仅仅是将香港视为

“

大环境里的救生艇
”

，
只会在香港暂时居住 ，

待 内地局势

明朗和稳定下来之后
，
便会返回老家 。

？

香港社会虽然充满了流动性 ，
却在殖民早期出现了

一

批以香港为永久居所的买办阶级 ，
他们

为殖民者服务
，
但又不会放弃 自 己的中 国人身份 。 作为殖民时期的精英 ，

买办阶级充当了殖民政

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 。 在 １ ９２５年至 １ ９２６年的省港大罢工中 ，
香港买办阶级紧密地站在打击罢工 、

维持秩序的殖民政府一方
，
与来 自 国共两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为敌 ，

逐渐成为香港本土上牢不可

破的
“

勾结式殖民结构
”

的一部分 。

＠与此同时 ，
港英当局的

“

怀柔
”

政策大大消弭了华人的对

抗心理。 随着经济的发展 、 教育 、 传媒和政府政策等的潜移默化 ，

“

殖民统治
”

的形象也 日渐淡

化
， 香港华人在身份上已出现殖民统治下的

“

顺民
”

和
“

炎黄子孙
”

的双重身份了 。

⑤

１９４６年
， 香港本土精英马文辉呼应港英当局的

“

自治承诺
”

， 先后创办了香港革新会 、 香港

华人革新会、 香港公民协会等组织 。 在港英当局的 自治承诺落空后 ， 马文辉联合民间团体发起抗

议运动
， 积极投身市政局选举 ，

革新会 、 公民协会成为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民主派崛起前的香港反对派

政团 。 因不满市政局毫无实权
，
马文辉积极投人体制外 自治运动 ， 于 １ ９５３年创办联合 国香港协

会
，
在香港争取 《联合国宪章》 载明的平等人权和殖民地 自治独立 。 １９６４年

， 马文辉与其他 自治

派人士创建了香港历史上第
一

个
“

政党
”
——

“

香港民主 自治党＇要求英国落实联合国的呼吁 。

⑥

马文辉本人也因其 自治运动 ， 被称为
“

港独之父
”

或
“

香港本土派始祖
”

。 但马文辉本人并没有

放弃中 国人的身份 ，
他所理解的

“

自治
”

只是
一

种本土主义的
“

自治
”

，
而不是分离主义的

“

自

治
”

。 由马文辉领导的 自治运动 ， 被学者视为早期港人建立本土身份的尝试 ，
但因 内部分裂 、 港

英当局的镇压及未深入群众组织
，
这种本土身份的构建并未引起广泛的共鸣 。

？

２ ． 身份认同的建构与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

有学者注意到 ， 香港与内地真正隔绝是 １９ ５０年至 １ ９７９年这 ３０年时间 。

？
１ ９４９年 ，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 ， 中国政府确立对香港实行
“

长期打算 、 充分利用
”

的工作方针 ， 香港与 内地边界分

隔 ， 从此香港人与 内地人不再经历相同的民族历史
，

不再分享共同的集体记忆 。

？
随后 ， 英国政

府亦出于冷战思维和管治考量
，
在香港实行严格的入境管理制度

，
中国 内地居民再也不能随时移

居香港 。 从此以后
，
香港逐渐由移民社会进人本土社会

：
香港在 １ ９６ １年的人口普查中

，
首次发现

在香港出生的人口超过了总人 口 的一半
；
到了 １ ９７０年代

，
香港总人口 中 的本地人 口 已 占主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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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４９年后
，
香港与 内地的区隔

，
不仅是地域上的 ，

也是文化上的 。 英国人在占据香港的时

候
，
就意识到中 国广阔的地缘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 无法进行殖民统治 ，

只能进行商业贸易 。

正因如此
，
在漫长的殖民时期 ， 香港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与 内地居 民的区别 。 然而 ， 这

一

切由

于 １ ９４９年新中国的成立发生了某种转变
， 因为新中 国的文化认同 的基础不是传统的儒家正统文

化
，
而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 这样

，

“

中国人
”

这个具有永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概念 ，
在 １ ９４９

年就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
：
其一是认同中 国历史文化中儒家正统思想的

“

传统中 国人
”

， 其二是

信奉马克思主义并继承中国历史中革命传统的
“

新中国人
”

。

？

此外 ， 港英当局在香港实施了所谓的
“

疏离教育
”

。 所谓
“

疏离教育
”

是指港英当局在教育

中淡化 、 回避政治 、 国家 、 民族观念的教育 ，
蓄意以社会代替国家

；
偏重经济教育 ，

强化殖民主

义
，
鼓励学生漠视 自身的族群 、 民族 、 国家等问题。 这种教育 ，

使香港成为
一个无根的社会 ； 在

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香港人 ， 缺乏对祖国和民族的认知 、 认同和归属感 。

？
因为殖民者意识到 ，

要使香港同胞听话或有利于其管理
，
需要淡化香港同胞对

“

中国人
”

身份的认同 。 因此 ，
中学历

史课本讲到清朝中叶便结束
，
或将鸦片战争描述为

“

因商业利益而爆发的战争
”

，
使香港同胞对

香港近百年历史缺乏认识 。

？

政治上
，
港英政府在香港实行了

“

软性权威主义
”

统治
，
或称

“

行政吸纳政治
”

政策 。

“

行

政吸纳政治
”

指殖民政府以各种荣誉性和实质性的任命将华人社会的精英分子
“

吸纳
”

到行政机

关中去
，
旨在笼络华人精英

，
让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

“

同路人
”

，
从而强化殖民统治的

“

认受

性
”

， 并减少社会上出现独立于殖民政府 、 不受殖民政府控制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
“

行政吸纳

政治
”一方面培植了香港本土精英

，

减少了港人反殖的可能性 ； 另
一方面疏远了本土精英和中国

内地
，
前者更愿意被称为

“

英属华人＇

如上所述 ，

１９４９年后
，
由于边界隔绝以及港英当局刻意的文化分离 、

教育驯服和政治笼络 ，

港人在情感上与祖国 日 渐疏离 。 但是种种主观及客观因素 ，
虽然疏离了港人与祖国 ，

却未能使香

港人对殖民统治产生认同 。 具体而言 ，
香港居 民不认同殖民政府的原因有四 ：

第一
，

北望神州的难民心态 。

“

二战
”

至新中国成立初期 ，
大量的难民从内地涌人香港

，

一

般被称为
“

寮屋居民
”

，
这一代移民生活异常艰难 ，

靠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维持生计 ， 他们始终

心向祖国
，
北望神州 。

？
此外

，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 ，

是一个有着
“

左派
”

和
“

右派
”

的社

会
，

“

左派
”

北望神州
，
希望香港能够回归

；

“

右派
”

寄希望于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
“

反攻大

陆
”

，
因而对祖国的关注没有因地域的区隔而减少。

第二
，
传统中 国文化的延续 。 如学者所言

，
殖民政府没有在香港实施同化教育 ，

因而传统中

国文化在香港得以延续 。 就英国而言
，
其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主要是工具性的

，
统治者除了政治权

力 的垄断和必需的行政管理外 ，
在经济 、 社会和文化领域基本上采取不干预政策 ，

亦没有将香港

人转化为英国 国民的意愿和行动 。 故此
，
尽管经历了百多年的殖 民统治

， 香港人对英国不会产生

感情或政治认同 。

？

第三
，
国际思潮的影响 。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

，
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

香港社会流行着各

种思潮
，
包括左翼思潮 、 爱国主义思潮和反殖民主义思潮 。 事实上

，
马文辉领导的 自 治运动 以及

后来的
“

六七暴动
”

，
或多或少都与这些国际性的思潮有关 。 虽然这些运动没有引起广泛社会反

响 ， 却为 ７０年代的社会运动埋下了伏笔 。

第 四
，
殖民时期的不公正现象 。 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语言政策 、 垄断和封闭的政治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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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停滞不前的政制改革 、 官员的贪污腐败 ， 令港人难以对殖民政府产生归属感 。

？
这种不公义

的状况加上爱国主义思潮的渲染 ， 引 发了
“

六七暴动
”

。

“

六七暴动
”

具有强烈的阶级斗争和反

殖民色彩 ，
体现了 当时香港尖锐的阶级和社会矛盾 ，

促使港英政府在
“

六七暴动
”

后 ，
在民主

、

教育 、 住户 、 反腐等方面采取了
一

系列措施改善施政 。

？

由于与祖国内地失去联系
，
又无法对殖民政府建立认同 ， 港人的身份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经

历了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
，

也就是学者所指的
“

双重不可能性
”
一－不屈服于英国殖民主义

，

也

不屈服于中国民族主义 。

？
这种不可能性导致了香港人身份认同的

一

大特点 ， 即它本身是
一

种否

定 ： 是关于香港人不是什么 ，
而不是谁是香港人 、 本土意识是什么的认识。

？ 也正是由于这种模

糊不清的状态 ，
五六十年代的青年被称为

“

迷失的一代
”

， 这
一

代青年人后来在７０年代的社会抗

争中逐渐走出迷茫 ，
建立起新的身份和意识 。

３ ．２０世纪７ ０年代的社会运动和本土意识的形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
被称为

“

火红的年代
”

或
“

黄金时代
”

， 在各种社会运动冲击及各类普及文

化迅速发展的带动下 ， 香港文化的本土意识与本土身份经历了探索与确认。

＠
在此之前 ， 由于对

于港英当局没有认同 ， 香港居民多 自视为
“

难民
”

。 当香港居民 自认为
“

难民
”

的时候 ，
他们不

会忘记 自 己是中 国人
，
家乡才是他们心之所在 ， 同时也尽量避免与官府扯上关系 。

？
而对于战后

成长起来的新生
一

代
，
中 国已经是回不去的家乡 ， 他们注定要以香港为家 。 同时 ， 香港在踏上工

业化道路后
，
经济腾飞

，
香港华人开始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
与此同时 ， 内地同胞却生活在贫

困当中
，
因此香港华人的难民心态渐减 。

？
摆脱了

“

难民心态
”

的新生
一

代 ，

一

方面乐于建设和

维护 自 己 的家园 ，
另
一

方面也敢于抗争殖 民社会的各种不公正 。 于是
，
在各种社会抗争中 ，

香港

人逐渐走出了政治冷漠
，
形成独特的公民意识

，
进一步笃定了

“

以香港为家
”

的本土意识 。

对香港本土意识具有形塑作用的社会运动包括
“

中文运动
” “

保钓运动
” “

反贪污 、 捉葛

柏
”

等 。 这些运动对于香港本土意识有着
“

碎片化构造
”

的意义
： （

１
）

“

中文运动
”

，
即

“

争取

中文为法定语文运动
”

，
是香港居民文化觉醒的开端

，

也是香港社会反殖民抗争的集 中体现
，

“

中文运动
”

确认和巩固了 中文和传统中 国文化在香港的地位 ，
也将反殖民意识融入了 日渐觉醒

的香港本土意识之中
； （２ ）

“

保钓运动
”

激发了香港居民的爱国主义情感 ，
也强化了香港与祖

． 国的联系 ，
启蒙了香港华人的民族主义情感 ，

为 日后的香港回归奠定了 民意基础
； （ ３ ）

“

反贪

污
、 捉葛柏

”

运动是香港廉政运动的髙潮 ，
它巩固了香港居民的守法意识

，
亦为香港成为法治之

区奠定了基础 。

除此以外 ，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

“

金禧事件
”

、

“

公务员薪酬
”

运动 、

“

文凭教师薪酬
”

运动 、

“

反对公共事业加价
”

运动等社会运动 ，

一方面充当了政治变革的推动力 ，
促使殖民政府改善民

生和劳工条件 ，
另一方面扮演 了本土意识的催化剂 ，

激发了香港居民对各种社会事件和生存条件

的关注 ，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公民意识。 以至于 ７０年代末 ， 港人开始觉得 自 己是在

一

个有快速经济

增长 、 高效率管理 、 廉洁政府 、 相对开放 自 由 的制度环境里生活 。 尽管这是
一个殖民制度 ， 但生

活倒是不错 ，

一种
“

家在香港
”

的感觉由此而生 。
？

香港本土意识觉醒于反殖民社会运动 ，
但是 由于殖民政府适时调整统治手法 ， 反殖民主义任

务并未完成 。 有学者指 出 ， 港英政府的
“

亲 民
”

及解殖化政策 ，
比如更改政府机构及官员 的称

号 、 加强华人参与政府事务的机会 ， 目 的无非是进
一步确立英国政府在香港的治权 。

？
日益觉醒

的反殖民和民族意识
，
被殖民政府的柔性统治所化解 ， 因而

“

香港本土意识崛起的思潮的确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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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中 国文化在香港的地位 ， 但并未重新确立中 国文化的根基性以及恢复对中 国的国家认同
”

。

？

于是 ， 香港本土意识也有了
“

认同殖民
”

和
“

反对殖 民
”

两种论述方式 。

二
、 香港本土意识的转化与

“

港独
”

思潮的形成

１ ． 香港回归前后的历史情势

由于叙事方式的差异 ，
回归后的香港本土意识有了一组对立的定位——缅怀殖民统治时的旧

日子与重回母体拥抱内地的经济机遇 ： 后
一

种本土意识反思后殖民处境
，
以建立 （将临的 ） 解殖

主体为 目标
；
前
一

种将本土意识重新挪移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
将时间维度剔除 ， 殖民

遗产由需要批判反思的对象 ， 吊诡地回潮成为港人甚至要桿卫的政治及文化基本结构 。

？
这组对

立的论述 ， 与香港回归前的政治局面及回归后的政治安排有着密切的联系 ，
其力量对比亦随着社

会运动的发展不断转变 。

１９８４年
，
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 《中英联合声明 》 ，

标志着香港进入回归祖国前的过渡期 。

由于华人精英强烈的 民主诉求 ， 加上香港回归祖国形势的明朗化
，
殖民政府在香港推行民主化改

革 。
１ ９ ８９年后 ，

国际形势出现了骤然变化 ， 英国政府要求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 ， 企图在香港

建立一个独立政治实体 。 最后
一

任总督彭定康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 ，
借

“

偷步
”

方式公布了以实

行
“

两局分途
”

和扩大选民基础为核心 内容的
“

政改
”

方案 。 有学者认为
，
彭定康的政改所带来

的无法纠正的后果是
：
香港社会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尖锐对

？

立的
“

政党政治
”

格局的雏形得以形

成
，
香港社会围绕各种政治议题的争论也使意识形态分野的两大势力在政治上演变成了与中央关

系亲疏的两股力量 。

？

与此同时 ， 由于长期与祖国隔绝产生的疏离感
，

以及冷战思维渲染后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感 ，

虽然对于
“

香港属于中 国
”

甚少质疑 ， 但是不少港人并不乐见香港 回归 。 社会调查亦表明 ， 在
“

九七回归
”

前
，
不论是

“

悲观者
”“

中立者
”

还是
“

乐观者
”

，
均不看好 １ ９９７年回归后香港的政

治 、 经济和就业问题
，
并预期随着

“

九七回归
”

日 子愈近
，
情况愈差 。

？ 面对 １９９７这个年份 ， 港

人心态复杂 ，
不一而足 ，

从
“

九七大限
”“

有钱有办法
，
没钱基本法

”

等流行语
，
以及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的移 民潮和诸多被视为有政治寓意的文学作品 、 影视作品中
，
可以窥见这个城市

“

无助 、 无

奈
”

的微妙情绪， 出 于对香港前途的担忧和对回归祖国的疑虑
，
港人的本土意识进

一

步加强 ，

并且在这种本土意识里 ， 弥漫着
一股失败主义的气息 。

２
．


“

香港本土意识
”

的异化与
“

港独
”

思潮的成形

这种
“

失败主义
”

的气息 、 港人优越感的逐渐丧失以及对于社会主义政权固有的排斥心理
，

导致香港 回归并没有导正本土意识 。 相反 ， 自 回归以来 ， 香港社会运动有着聚焦政制发展与对抗

中央管治的明确政治意识和行动 。

＠
而香港本土意识也随之被转化

，

逐渐成为
“

香港民运的黏合

剂
，
所有反对建制者的共同理念 当社会运动以对抗中央管治为 目标时 ， 香港本土意识也容易

从
“

去殖
”

走向
“

反 中
”

。

回归后
，

“

反２ ３条立法
” “

反国 民教育
”

和
“

占中
”

三场具有对抗中央管治色彩的社会运动

登场 。 在对抗中央管治的社会运动中
，
香港本土意识被重新演绎

，
解殖的话语为分离的主张所代

替
，
香港与中 国 （内地 ） 之间亦形成了

“

自我
”

和
“

他者
”

的对立 。 有学者认为
，
香港

“

人为建

构
”

和阐释
“

自我
”

和
“

他者
”

的结果是在政治问题上与内地不断产生摩擦而逐步导致的
，
由于

与中央政府在政治问题上的分歧 ， 港人对于 自 己 的身份进行了重新的定义
，
将 自 己 和内地相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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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 将内地这个

“

他者
”

视为
一种与 自 己有着竞争关系的对象 。

＠ 香港本土意识亦从
一

个 自治意

识 、 文化意识向
“

独立意识
”

、 政治意识过渡 。

“

民主独立
”“

香港民族
”

等极端分离主义的概

念出现在本土意识中 ，
本土意识逐步沦为

“

港独
”

思潮的外壳 。

较之于本土意识 ，

“

港独
”

思潮是较新的一种现象 。 尽管有不少论者将
“

港独
”

的历史上溯

至马文辉领导的 自治运动
，
但就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 ，

与其说当时的 自治运动是
一种分离主义运

动
，
不如说它是

一种反殖民主义运动 。 因为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
，
新中 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都未曾

打算收回香港
，
如果因为马文辉在追求香港 自治之时

， 没有扛起爱国主义的大旗 ， 而苛责其为
“

港独
”

运动
，
未免过于强人所难 。 为免无的放矢

，
本文仅将

“

港独
”

限定于香港 回归之后
，
在

内地与香港融合过程中 ，
以

“

香港独立
” “

民主建国
”

等为 口号
，
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

一

种思潮和运动 。

“

港独
”

思潮随着内地和香港矛盾的显现
，
逐渐由隐秘的只言片语发展成有系统的理论体

系
，
并被用于指导各类分离主义运动 。 最早的

“

港独
”

口号出现于２００４年
，

一个名为
“

我是香港

人连线
”

的网站
，
公然贴出所谓

“

港独的法理理据
”

，
称 １ ９９７年香港 回归祖国是

“

被中 国吞并
”

“

中国视香港为殖民地
”

；
侮辱香港特区政府为

“

傀儡政府
”

；
指责ＣＥＰＡ是

“

加强吮吸香港经济成

果
”

，

“

自 由行
”

是
“

污染香港社会
”

， 等等 。 并声称要
“

透过网络运动发动舆论攻势 ， 让港独运

动发芽
”

，

“

在时机成熟之时成立香港国
”

，
并

“

估计整个计划需时可能超过二十年
”

。

＠
此后陆续

有叫嚣
“

香港独立
”

的只言片语
，
但由于当时内地和香港关系 尚好

，
并未引起广泛社会反响 。

２０ １ １年
，
内地

“

双非婴儿
”

在香港引起广泛关注 ， 较大规模的
“

港独
”

话语大约 出现于此

时 。
２０ １２年 ，

“

Ｄ＆Ｇ拍照
”

事件 、

“

狗与蝗虫
”

对骂事件 、

“

内地游客地铁进食
”

事件 、

“

奶粉

限购
”

事件 、

“

内地儿童在港便溺
”

事件等一一浮出水面 ，
香港居民对内地游客的耐心逐渐耗

尽
， 滋生了排外情绪 。 随着排外情绪的蔓延 ， 本来是极个别的事件 ，

逐渐被渲染为香港与内地的
“

文明之战
”

。 此后 ，
内地和香港的矛盾大规模爆发 ， 敌对情绪加剧 。

敌对情绪的蔓延 ，
为各类

“

港独
”

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 。
２０ １ １年

，

“

香港本土力量
”

成立 ，

主张
“

为香港人发声 ，
桿卫本土文化

，
保障香港权益 ， 抵御文化清洗

”

。 ２０ １２年
，

“

热血公民组

织
”

成立
，
鼓吹

“

本土主义
”

和
“

文化建国
”

。 随后 ，

“

香港人优先
” “

本土民主前线
”“

全国

独立党
” “

香港独立党
”

等
“

港独
”

组织不断滋生。

“

香港独立党
”

总部设于英国英格兰伦敦市

金融街 ， 声称将在海外收取政治献金并汇回香港支持
“

港独
”

行动
， 下

一步还计划到美国注册 。

？

这类
“

港独
”

组织以言语辱骂 、 暴力打砸 、 擅闯军营及炸弹威胁等方式驱赶内地游客 、 冲击香港

社会秩序和挑拨内地与香港的敌对情绪 。

让
“

港独
”

成为引人注 目之理论体系 的 ， 是陈云的 《香港城邦论》 和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办的

《学苑》 杂志 。 ２０１２年
， 《香港城邦论》 行销香港 ，

它的主要观点是
：
香港既非国家

，
也非城市

，

而是城邦
；
面对 日 渐崛起的内地

，
香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并强化 自身特质 ， 保持价值观和生活方

式的独特和纯正 。 以
“

城邦论
”

为代表的 、 过激的
“

香港 自治
”

距离
“

港独
”

只有一步之遥
，
因

为除了没有明确提出
“

独立
”

的字眼
，
其已经包含了

“

港独
”

的大部分要素 。

？
２０ １４年

，
香港大

学学生会主办的 《学苑》 杂志 ，
于２０ １４年２月号和９月 号分别以

“

香港民族命运 自决
”

和
“

香港民

主独立
”

为封面标题
，
专题讨论香港

“

民主独立
”

的若干问题
，
标志着

“

港独
”

理论体系的形

成 。

“

港独
”

论者将香港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特区政府 、 中央政府 、 新移民 、 香港左派和泛

民派
，
认为

：

“

所谓本土精神
，

不论形式是香港独立
、
城邦 自治

，
抑或是退

一

步的纯粹夺回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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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审批权
，
要旨就是港中区隔 。

”？

“

港独
”

寄生于
“

本土
”

，
某种程度上是

“

本土
”

极端化的表现。 因而有媒体将
“

港独
”

划

分为
“

本土
”

的一支
：

“

本土派
”

与
“

大中华派
”

是香港网络中两种政治倾向分野 ，

“

本土派
”

更希望尽量割裂与内地的关系
，
被认为对内地人相对较不友好

，
当 中又分为

“

自治
” “

恋殖
”

和

“

港独
”

等派别 。

？
事实上

，
由各种

“

港独
”

组织打出的
“

本土
”

旗号可知
，
捍卫香港的独特性是

他们行动的出发点 ，
也是其能够博得香港市民同情的原因 ，

但是随着敌对情绪的蔓延和手段的激

进化 ，

“

本土
”

的 目标早已为
“

港独
”

的手段所湮没 ， 起初的
“

护城
”

逐渐走 向
“

毁城
”

。

３ ． 从
“

乡土
”

到
“

国家
”

： 香港本土意识滑向
“

港独
”

的原因

在连年不断的政治争拗和社会运动 中 ，

一

个能够聚合香港 民心的概念在政治和社会两个层次

都出现了迫切的需求 。 殖民时期浮现的
“

本土意识
”

概念 ， 成为满足需求的核心概念。 随着香港

与 内地摩擦的显现 ， 本土意识也逐渐
“

去乡土化
”

， 成为构筑
“

港独
”

理论的底基 。 香港本土意

识滑向
“

港独
”

， 既有 自然变迁的原因 ，
也有人为刻意建构的原因 。

第一
，
香港本土意识的变迁与

“
一

国两制
”

有着密切的关系 。 有学者认为 ， 现有的制度安排

将内地人与香港人隔离开来 ，

一方面限制了内地居 民移民香港 ，
促使香港人 口结构的本土化

；
另

一方面也阻塞了香港人融入内地的渠道 ，
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 。

？
事实上

，

“
一

国两制
”

的

安排
，
赋予了香港特区高度 自 治权

，
也保留了香港特区的独特性 。 但是 ，

地理 、 身份 、 经济等方

面的区隔
，
以及香港市民作为中 国公民在权利义务上的不充分

，
在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树立了

一

道无形的屏障 。 因而
，
在中 国崛起的大环境下

，
部分香港居民开始接受这种假想——内地与香港

存在互相竞争的权力关系
，
因此需要构建

“

港人统一体
”

来对抗内地 。

＠
随着本土意识的不断强

化
，
对内地的抗拒和排斥心理也不断加重 。

第二
，
香港本土意识的变迁与回归以来香港民主化进程息息相关 。 香港回归后

，
由 于社会价

值的变迁
，
香港居民的价值取向从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

，
向着 自 由

、
民主

、
多元化等价值 目标转

变 。

＠
与此同时

，
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经济议题

，

比如分配不均 、 贫富悬殊和行业垄断问题
，

不

少香港市民认为问题在于民主的缺失
，
并将实现民主视为问题的答案 ， 香港社会民主化诉求 日益

高涨 。 香港 回归后
，
政治上形成 了建制派与反对派的尖锐对立 。 反对派将民主理解为没有中央干

预的完全自治 ， 并在与建制派的拉锯战中 自诩为本土利益的代表 ， 香港本土意识亦被理解为对抗

中央的意识 。 行政长官选举方案被否决 ， 香港民主化遭遇挫败 ， 中央被视为香港 民主的障碍 ，

香港本土意识在激进者的渲染下走 向极端化
，

将特区政府 、 中央政府甚至香港温和民主派视为

敌人 。

第三
，
香港回归以来的经济形势对香港本土意识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 香港回归后 ， 由于历史

变迁
，
香港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

虽然与 回归无必然联系 ，
但是难免有港人产生

“

今不如昔
”

的失

落
，
甚至有可能缅怀殖民时代的

“

光辉岁 月
”

；
作为一个发达的经济体的香港 ，

与处于发展 中状

态的中国 内地 ，
经济发展高度不同步

，
内地的崛起映照着香港的衰落

，
难以让港人产生

“

命运共

同体
”

的认同
；
香港社会贫富悬殊 、 分配不公 ，

社会底层怨气积累
，
逐渐滋生

“

仇富
”

心理和民

粹主义
，
底层民众容易将对大资本家的怨气转嫁给中 央政府

；
随着内地的崛起

，
香港在区域融合

中逐渐丧失主动地位
，
引发了港人对香港高度不 自主的担忧 。

第 四
，
香港本土意识走向排外

，

也可归 因于近年来不断恶化的 内地和香港关系 。

一方面
，

“

自 由行
”

之后
，
内地游客大量往返香港

，
他们在香港的消费行为

，
激活了香港经济的同时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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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香港居 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不便
，
如商铺 日趋单

一

化
，

照顾本地居民需要的小型店铺被迫关

门破产或者迁往较偏僻地区
；

？
随着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人数越来越多 ，

香港医院妇产科出现床

位 、
医生和护士短缺

；

＠
很多香港人认为 ， 内地富裕人士在港买楼是导致香港楼价上升的原因 。

？

另
一

方面 ， 内地游客在香港的不文明行为 ， 亦引发了香港居民对内地同胞的轻蔑和厌恶之情 。 不

少香港居 民认为内地游客不具备与其财富能力相称的文明程度 ，
他们亦担心内地游客的不良行为

会破坏香港的既有风俗
，
因而产生了

一

种排外的情绪 。

第五 ， 香港本土意识与
“

港独
”

思潮的合流离不开分离主义者的操纵 。 由于
“

港独
”

违背了

基本法和
“
一

国两制
”

，
谋求

“

香港独立
”

无法获得香港市民 的支持
，
为 了扩大市场

，

“

港独
”

论者不断丰富其理论 ，
将

“

本土意识
”“

身份认同
” “

香港民族
”

和
“

民主独立
”

等 口号加人其

中 。 事实上
， 很多议题未必与

“

港独
”

有关
，
但

“

港独
”

鼓吹者刻意歪 曲议题 ， 把所有社会问题

简化为香港与 内地的族群冲突 ，
将

“

桿卫本土
”

与
“

民主独立
”

画上等号 。 除少数开门见山 的
“

港独
”

组织外 ，
其他谋求

“

港独
”

的势力都善于用
“

本土
”

来包装 自 己 。 如
“

本土 民主前线
”

组织
，
虽然打着

“

本土
”

和
“

民主
”

的旗号
，
却做了不少破坏

“

本土
”

和
“

民主
”

的事情 。

三
、 正本清源 ：

从
“

港独意识
”

回归
＂

乡土意识
”

１ ． 香港本土意识 ：

一

个本应归于乡土的观念
“

本土意识
”

是对于在地化思潮的客观描述 ， 但随着
“

港独
”

思潮的蔓延 ，

“

本土
”

越来越

频繁地被提起
，

“

本土意识
”

与
“

分离主义
”

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 当前 ，
由 于公开宣扬

“

港独
”

违反了基本法 ， 并且得不到多数香港市 民的支持 ，
谋求

“

港独
”

的社会人士开始用
“

本

土
”

包装
“

港独
”

，
香港本土意识的面貌也变得扑朔迷离 ，

不少媒体将
“

本土
”

与
“

港独
”

画上

等号 。

？
应当说 ， 将

“

本土
”

等同于
“

港独
”

是对香港本土意识的
一种误读 。 从历史维度来看 ，

恰是因为对于香港本土意识的还原度不足 ，
造成

“

港独
”

这样一种分离主义的思潮植根在相当 乡

土化的
“

本土意识
”

概念上 。 因而 ，
理解香港本土意识 ，

应当 回到本土意识的概念上来 。

关于香港本土意识的概念 ，
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界定

，
如香港本土意识是在三种主要文化 （ 中

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 ） 的综合背景下形成的独立的 自 我认知的意ｉ只
；

？
香港 （本土 ） 意识是香港

人基于对香港社会及 自 身特殊经历进行认知而形成的
一

种地方性社会意识
；

？“
香港人

”

或
“

香港

的中 国人
”

的身份认同有着一种不确定性
：
在觉得 自 己是中 国人的同时 ， 却不认为 民族主义可以

凌驾于其他道德价值之上
，
也不会无条件地接受

一

切以 国家为先
；

？
香港居民的本土意识和地域

认同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机遇的产物 。

＠

最初的本土意识
，
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产物

，
本土主义论者认为 ： 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和借鉴者

自 身有
一

种本土意识 ，
影响着他们的研究和借鉴过程 。

？
本土意识强调人对

一方土地的归属感 ，

常为后殖民地区所提及 ， 因为它们是各种文化交流和碰撞的风 口 。 就香港本土意识而言 ， 它是特

殊历史背景下 ， 由社会抗争带动的关心本土和安居乐业的意识 ，
其中交织着爱国主义 、 反殖民主

义和 自 我识别的主体意识 。 经这种意识洗礼的港人 ，
不会否认 自 己是中 国人 ，

但会 自 谓为有别于

内地居民的
一

种高级华人。

和其他语境下的本土意识
一

样 ， 香港本土意识具有以下特征 ：
第一

，
多元性 。 香港本土意识

的多元性 ，
体现在其文化组成的多样性

：

一方面
，
香港是中 国固有领土

，
传承了 中国数千年以来

的文化传统
；
另
一

方面 ， 香港经英国殖民统治百余年 ，
也接受了诸多西方文化价值 。 第二 ，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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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本土意识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过程 ，
最突出的特征是主体性 。 香港居民的主体意识表现在积极

抗争各种不公正事件 。 第三
，
矛盾性 。 香港本土意识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包容性与排外性 ：

一方

面
，
香港本土意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 吸收了诸多中西方文化价值 ；
另一方面

，
确立本土意ｉ只的

过程即 区别于
“

他者
”

的过程
，
为凸显 自 身的特性

，
本土主义者倾向于强调 自身与

“

他者
”

之间

的差异
，
极端的本土主义者容易萌生出排外情绪 。 第四

，
游离性 。 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

识 ，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人的身上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意识和主体意识 。

？ 本土意识因时因地因人而

异 ， 这
一

点在香港本土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 当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殖民者与香港居民之

间的矛盾时 ， 本土主义者诉诸爱国主义
；
当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内地人与香港居 民之间的矛盾

时 ， 本土主义者诉诸殖民主义 。

事实上
，
理解香港本土意识 ， 应当将其看作香港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 。

“

本土
”
一

词原非贬

义 ， 它所反映的是人在 自身成长 、 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对地域和文化的热爱 ， 所代表的是
“

归属
”

“

认同
”

。 港人热爱香港这个城市 ，
不仅是人之常情 ， 更是

一个城市能否得到良好发展的关键所

在 。

？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 ， 离不开香港人的拼搏精神 ；

而香港人的拼搏精神 ， 来源于

对香港这片土地的归属感。

然而
，

Ｘ寸本土的归属感却不等于对殖民 的认同 。

“

对不少香港华人来说 ， 殖民管治虽然是可

接受的德政
，
但内心始终感到羞耻 ， 有些时候甚至怒火中烧 。 种族歧视虽然愈来愈以含蓄或隐蔽

的方式出现
，
毕竟它仍然是殖民管治的内在特征

，
这便不可避免地使香港华人不时感到他们都是

华人这个共同点 。

”＠
香港本土意识虽诞生于殖民统治时期 ，

但是其形成是一种去殖民化的过程 ，

主体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都表明香港居民对殖民主义的抗拒 。

同理 ， 对本土的认同也不等于对中国的抗拒 。 在香港本土意识的形成过程 中
，
中华文化和 民

族情感始终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 。

“

在殖民体制底下
，
本土意识的萌生需要直面殖民主义的现实

，

不能诉诸无处落实的中 国悲情
，
但既然要挑战殖民主义

，

也仍要寄托于某种中国民族主义的华人

族群意识 。

” ？
香港本土意识始终受到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影响

，
因而不会与中国文化或中 国

人的身份切割 。

总之 ， 香港本土意识原本是
一

个生于斯 、 长于斯的乡土观念
，
它是香港人在久经磨难 、 历经

坎坷后的观念意识 ，
也是对中华母体文化经历殖民化洗礼 、 改造乃至于变迁的复杂情怀 。 但是

，

无论如何 ， 香港本土意识从产生到发展的机理 ， 是且仅是对于香港这片土地的乡土意识
，
从来都

不是脱离中国母体的分离主义意识。

２． 从
“

国家
”

到
“

乡 土
”

：
香港本土意识的还原

“

港独
”

论者推崇本土意识 ， 意图借助港人对乡土的归属感 ，
将

“

爱国
”

与
“

爱港
”

对立起

来
，
从而达到所谓

“

中港区隔
”

的 目 的 。 然而 ， 香港本土意识并非如
“

港独
”

鼓吹者所言 ， 始终

强调所谓
“

中港区隔
”

。 恰恰相反 ， 香港本土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
始终与爱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 如今为
“

港独
”

论者所利用的本土意识 ， 只是
一

种被歪曲的本土意识 。

第一
，
香港本土意识的

“

他者
”

，
并非中 国或内地 。 本土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有赖于非本土意

识的在场
，
单纯的本土存在

，
谈不上本土意识 。

？
“

港独
”

论者热衷于谈论本土意识 ，
意在将中国

或内地作为
“

他者
”

；
然而

，
从香港本土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来看 ，

所谓
“

他者
”

不是内地或中国 ，

而是英国殖民者 。 早期香港华人精英忠诚于大英帝国
，
但又不会放弃 自 己的中国人身份

，
因为拥

有
“

双重身份
”

是他们可以做到左右逢源的最有利条件……他们并没有着力于建立与 中国完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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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的本土意识
，
建构香港城市的政治共同体 。

？
“

华人精英始终强调港中区隔 以及维护本土利益
”

，

这种论述犯了年代错误 。 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本土意识是作为殖民主义的反弹而出现的 。 与本土意

识密切相关的社会运动 ， 尤其是
“

中文运动
”

和
“

保钓运动
”

，

不但非如
“

港独
”

论者宣称的
“

区分中港
”

， 反而诉诸了相当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 。 可见 ， 香港本土意识的兴起是一种

去殖民化而非去中国化现象
，
因而

“

本土意识等于区隔内地和香港
”

也是
一

个伪命题 。

第二
，
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

，
即意味着香港本土意识实质上是传统中华文化的

一

种传承和发扬 。 在漫长的殖民时期
，
英国在香港的统治仅为谋取经济利益 ， 因而没有在香港进行

文化殖民 。 即使经受了百余年的殖民统治 ， 港人只是接受了某些西方价值 ，
而没有放弃整个传统

文化。 香港属于中 国 ， 香港文化是传统中华文化的
一

种 ， 这些都没有改变 。 而中 国内地 ，
如

“

港

独
”

论者所言 ，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

但是意识形态上的区别没有割裂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的文化

纽带
；
并且这种制度上的差异 ， 是

“
一

国两制
”

所能容纳的 。 在这种意义上 ， 香港本土意识是
一

种地方意识。

第三
， 本土意识是

一

个开放的系统 ， 其本身具有多元性 ， 强调所谓
“

中港区隔
”

毋宁说与本

土精神背道而驰 。 ２０世纪中叶 ， 香港以
一

种开放的态度接纳了来 自 内地和南亚的难民 ， 并且在中

国传统文化 、 地方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基础上 ， 发展出 了独特的粤语文化 。 学者认为 ， 香港本土

意识形态崛起的过程本质上仍是
一

个确立文化根基的过程 ， 但从结果上看 ， 则最终确立了文化上

多元性的文化 自我意识 ： 既有中西方文化因素 ，
也有香港本地文化的因素 。

？
事实上 ，

正是这种

多元性 ， 才使得粤语文化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放异彩 。 回归 以后 ， 香港本土意识受到两地融合

的冲击 ，
但是拒斥 内地并不是问题的答案 。 说到底 ，

内地人不会危及香港本土文化 ，
但是港人的

焦虑 、 不 自信和排外情绪会 。 区隔 内地和香港非但不能维护香港本土利益 ， 反而会使香港走向封

闭和衰落 。 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 ，
作为国际大都市 ，

香港应当接纳内地
，
而非排斥内地。

四
、
远非结语

回到本文开始的问题 ，

“

香港本土意识
”

究竟应该是什么 ？ 无论是从历史的维度还是现实的

维度看 ，

“

香港本土意识
”

都应当是香港这个社会得 以存续的基石。 但这种基石并不是民族性

的
，
更不是政治性的

，
它绝不应该成为构建

“

香港民族
”

和论证
“

香港独立
”

的基石 。 在历史长

河中 ，

“

香港本土意识
”

产生于对于
“

中国
”

和
“

中华意识
”

难以名状的情愫
，
夹杂着香港民众

对于祖国既眷恋又疏离的复杂心理
，
它 的本质是香港人

“

爱国爱港 、 爱乡爱土
”

的地域意识
，
是

属于乡土的 ，
而非属于

“

国家
”

的 。 对于香港本土意识的正本清源 ，
有助于更加透彻地认识

“

港

独
”

在理论上的不成立性 。 当下所需要的 ， 可能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剥离香港本土意识和
“

港

独
”

之间的联系 。 当然
， 这

一任务已经超出本文范畴 ， 只有留待后论再续 。

①？祝捷 ： 《

“

民主独立
”

的 台 湾故事 与 香港前路 》 ，⑤？郑宏泰 、 黄绍伦 ： 《
香港华人的 身份认 同 ：

九七

北京
： 《

港澳研究 》 ，
２０ １ ５年第 ２期 。前后的转 变 》 ，

香港 ： 《
二十一世纪》 （

网络版 ）
，
第 ７

②？⑦？？罗永生 ： 《香港本土意识 的前世今生 》 ，
香期 。

港
： 《

思想
》 ，

２０ １ ４年第 ２６期 。⑥？贝加 尔 ： 《马文辉与 香港 自 治运动 》 ，
香港 ： 《

思

③⑩？？吕 大 乐 ： 《从港人身份认同 看 回 归十年 》 ，
广想香港》 ，

２０ １４年第 ３期 。

州 ： 《同舟共进 》 ，

２００７年第 ７期 。⑧？陈丽君 ： 《香港同 胞中 国 国 民意识变化探析》 ，
重

２ １



庆
： 《重庆社会主义学 院学报》

，

２０ １ ４
？年 第２期 。切

》 ，
ｈ ｔｔｐ： ／／ｗｗｗ ．ｃｈ 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ｎｅｗ ｓ／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 －０２－０６／

⑨黎熙元 、
姚书恒 ： 《６０年来港人身 份之惑 》 ，

北京 ：２６／５３ ８ １４０ ． ｓｈｔｍ
ｌ

，
最后访 问 日 期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２ 月 ２７ 曰 。

《
文化纵横 》

，

２０ １ ０年第 ６期 。？ 闻 政 明 ： 《

“

港 独
”

喷发 的 这 ４年 》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⑩ 刘 曼容 ： 《港英政治制度与 香港社会变 迁 》 ，
广 州 ：ｇｕａｎｃｈａ ． ｃｎ／ｗｅｍｈ ｅｎ

ｇ
ｍ ｉｎ

ｇ
／２０ １ ５

＿

０６
＿１

９
＿３２３９３０＿ｓ ．ｓｈｔｍｌ

，

广 东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９年

， 第 ３０页 。最后访 问 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２月 ２７ 日 。

？强世功 ： 《
国 家认同 与 文化政治——香港人 的 身份？ 王俊杰

： 《
本土意 识是港人抗争的唯一 出路

》 ，

香

变 迁与价值认同 变迁 》 ，

北 京 ： 《
文化纵横》 ，

２０ １ ０年港 ： 《学苑》 ，
２０ １４年 第 ２期 。

第 ６期 。？杨不欢 ： 《 焦虑的香港人》 ，
ｈｔｔ

ｐ
：／／ｂｕｓｉ ｎｅ ｓｓ ．ｓｏｈｕ ． ｃｏｍ／

？黄 月 细
、
徐海波 ： 《香港核心价值观形成 的教育维ｓ２０ １４／ｊ ｒｚ

ｊ２９９／ ｉ
ｎｄ ｅｘ． ｓｈｔｍｌ

，
最后访 问 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２月

度探讨 》 ，
合肥 ： 《合肥工业 大学 学报》 ，

２０ １ ３年 第 ５３０ 日 。

期 。？ 强世功
： 《
认真对待香港的本土意识 探索强化国 家认

？刘 兆佳 ： 《
思考香港政治 需从香港的 独特性 出发》 ，同之道》 ，

北京 ： 《中 国党政干部论坛》 ，
２０ １ ４年第 ５期 。

北京
： 《港澳研究 》 ，

２０ １ ３年 第 １期 。＠＠黎熙元 ： 《
香港社会２０ １ ２

：
跨境与边界控制 》

，

广

？？黄 月 细 ： 《

“

香港意识
”

的形成 、
流 变与 展望 》 ，州 ： 《

当代港澳研究 》 ，
２０ １３年第 ２期 。

深圳
： 《深圳 大学学报》 ，

２０ １ ４年第 ４期 。？ 张妙 清 、
郑 宏 泰 、 尹 宝珊

： 《 香港核心 价值的 变

？郑宏泰 、 尹 宝珊 ： 《香港本土 意识初探 ： 身份认 同迁——基于 民意调查 的分析》 ，

北京 ： 《港澳研 究 》 ，

的社经与政治视角 》 ，

北京 ： 《港澳研究 》 ，
２０ １ ４年第 ３２０ １ ５年 第 １期 。

期 。＠刘诚 ： 《
从经 济视角 辨析陆港矛盾 》 ，

南京 ： 《
现代

＠朱含 ： 《香港回 归 前后的社会运动和宪 制发展》 ，
广经济探讨》 ，

２０ １ ４年 第 １２期 。

州
： 《

当代港澳研究 》 ，
２０ １ ４年第 １期 。？仓田彻 ： 《

“

中港
”

融合的挑战——经济融合的政治

？周 蕾 ： 《
写在 国 家之外 》 ，

香港 ： 牛津大学 出版社
，效果》 ，

广 州 ： 《
当代港澳研究 》 ，

２０ １
１年第 ２期 。

１ ９ ９５年
， 第 ９４贸 。＠ 《本土口号 实 际是港独 》 ，

ｈｔｔ

ｐ
： ／／ｎｅｗｓ．

ｔａｋｕｎｇｐａｏ ． ｃｏｍ／

＠＠洛楓 ： 《
流动 风景 ： 香港文化的 时代记认 》 ，

杭ｐ
ａ
ｐ
ｅｒ／

ｑ
／２０ １ ５／０ １ ２２／２８ ９８４０２．ｈ ｔｍｌ

，
最后访 问 时间 ： ２０ １ ５

州 ： 浙江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年

， 第 ５ 、 ９页 。年 １ ２月 ３ ０ 日 。

＠周 永新 ： 《
香港居民 的 身份认 同和价值观 》 ，

北京
：＠刑 立军 、 徐海波 ： 《

香港青年 的 国 家认 同 和构 建途

《港澳研究 》 ，
２０ １ ５年第 ４期 。径思考 》 ，

银川 ： 《宁夏社会科学 》 ，

２０ １４年第４期 。

？？＠？杨 晗 旭 ： 《 香 港 本 土 意 识 中 的后 殖 民 主⑩？？龚 小 萍 、 罗斌 ： 《
论本土意识之合理性 》 ，

福

义——滞碍香港人国 家认同 建构的文化 内 因探析》 ，

北州 ： 《
东 南 学术》 ，

２０ １２年 第３期 。

京
： 《港澳研究 》 ，

２０ １４年第 ３期 。？ 《香港 须 与 极端
“

本 土
”

划 清界线 》 ，
ｈｔｔ

Ｐ
： ／／ｎｅｗｓ．

＠周 思中 ： 《
本土 的矩 阵——后殖民 时期香港的躁动 ｔａｋｕｎ

ｇｐ
ａｏ．ｅｏｍ／ｐａｐ ｅｒ／ｑ／２０ １ ５／ Ｉ２２８／３２５９ ６８ ６ ． ｈｔｍｌ

，

最后访

与寂静》 ，
香港 ： 《

思想香港》 ，
２０ １４年第 ３期 。问 时 间 ： ２０ １ ５年 １２ 月 ３ ０ 曰 。

＠张定淮 ： 《
香港政改的 历 史与 民主政治 的发展》 ，

北？刘 兆佳 ： 《

“

香港人
”

或
“

中 国人
”

：
香港华人的 身

京 ： 《 中国 法律评论》 ，
２０ １ ５年第 ３期 。份认 同 １ ９８ ５

－

１９９５ 》 ，
香港 ： 《

二 十
一世纪

》 （ 网络

？郑宏泰 、 黄绍伦 ： 《香港居民对前景的预期 与 心理版 ） ， 第 ７期 。

变化》 ，
香港 ： 《

当代中 国研究 》 ，
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 。

＠李环 ： 《从香港回 归 实践历程透视 两地相处之道 》 ，作者简介 ：

祝 捷
，
武汉大学 两岸及港澳 法制

香港 ： 《 中国评论》 ，
■年第 １ １期 。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 、 教授

；
章小杉 ，

武汉大学
？田 飞 龙 ： 《香港社会运动转型与 〈基本法 〉 变迁 》 ’

两 岸及港 澳 法制研 究 中 心 研 究助 理 。 武 汉
北京

： 《 中 国法律评论》 ，

２０ １５年第３期 。

？刘 乃 强 ： 《香江话民主 》 ，

北京 ：
法律 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年
， 第 ３０６页 。

ｑ

？ 《

“

港独
”

暗 流涌洲际 与各路分裂 势力 关 系 密［责任编辑 胡荣荣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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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ｃ ｒｉｔｉｃａ 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Ｈｏｎｇ

Ｋｏ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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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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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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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Ｆａｃ ｔｏｒ
”

？Ｔｈｉ ｓ ｉｓａｎ ｉｍｐｏ
ｒｔａｎ ｔｐｒｉ

ｎｃ ｉｐｌ
ｅｗｉｔｈｇ

ｒｅａｔｒｅａｌ ｉｓｔ ｉ
ｃ ｉｍｐ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ｂａｓ ｉ ｓ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
ｉ
ｎｇｔｈｅｈｉ ｓｔ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 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ｅ ｓｓａｙａｒｇｕｅｓａｎｄａｆｌＢｒｍｓ ｔｈａｔ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ｉｔｉｓｂｅｆｏｒｅｏｒａｆｔ ｅｒｔｈ ｅｈａｎｄｏｖｅ ｒ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ｉ
ｎ１ ９９ ７

，

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 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ｇｕａｒａｎｔ ｅｅｆｒｏｍＭａｉｎ 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ｂｅｈ ｉ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
ｓｏｂｖ ｉｏｕ ｓ

，ｗｈ ｉｃｈｉｓａｒｅａｌ ｉ ｔｙｔｈａｔ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ｉｇｎｏｒｅｄｂｙａｎｙｏｎｅ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ａ

“

ＮｅｗＧｌｏｒｙ

”

ｉｎ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ｓ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ｔ 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ｔｏｔａｋｅｔｈｅ
“

ｆｒｅｅ

ｒｉｄｅ
”

ａｎｄ
“

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
”

ｏｆｔｈｅｍａ
ｊ
ｏｒｒａｐ ｉ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 ｅｎｔ ｉｎＭａ
ｉ
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Ｗｈ ｉ ｌｅ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 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ｇｏｏｎｍａｋ ｉ
ｎｇｆｕ ｌ ｌｕｓｅｏｆｔｈ ｅ

“

Ｍａｉｎ 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Ｆａｃ ｔｏｒ
”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Ｏｎ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ｗｏ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 ｉ

ｎ ｌａｎｄＣｈ ｉｎａＦａｃｔｏ ｒ
；

ｄｅ
－ｃｏ ｌｏ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ＡＨ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ｓＳｅｎｓｅｏｆＮ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Ｗｉｔｈａ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

 Ｚｈｕ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ｓ ｈａｎ （
１ ２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Ｅｖｅｒｓ ｉｎｃｅ 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ｏｆｃｏｌｏｎ ｉａｌｄｏｍｉｎａｔ 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ｄｅｐｒ 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 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ａｄｍｉ
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 ｉｔｉｚｅｎｓｗ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
ｇ
ｈ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ｃｏｎｆｕ ｓ 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 ｉ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Ｉｎｔｈｅ１９ ７０ｓ

，ｗ ｉ ｔｈ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ｃ ｉｔｉｚｅｎｓｂｕ ｉｌｔｕｐｔｈｅｉｒｕｎ ｉｑｕｅｓｅｎ ｓｅｏｆｎ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ｐ ｒｏｃｅｓ ｓｏｆｓｏｃ 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 ．Ｓｕｂ 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ｌｙ ，ｎ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ｆａｌ ｌｓ 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ｔ ｅｇｏｒｙｏｆ ｌｏｃ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 ｓｓ
，

ｗｉｔｈａｍｉ
ｘｔｕｒｅｏｆ

ａｓｐ ｉ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
ｉ 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ｃｏｌｏ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ｒｅ ｔｕｒｎ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ｗｉｔｈ

ｍｉｓｃｅ ｌ ｌａｎｅｏｕｓｈ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
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ｎａｔ ｉｖｅｎｅｓｓｇｒａｄｕａ ｌ ｌｙｄｅｓｃｅｎｄｓｉｎｔｏａｄ ｉｓｇｕｉ ｓｅｏｆ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

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ｃｅｓｓ ｉｏｎｉｓｔｓ ．Ａｈ 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 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ｓｓｅｎｓｅ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ｉｔｓ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 ，ｗｈｉ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ｒ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 ｓ
，ｕｎｄｅｒｎｏｃ ｉ

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ｓ
，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ｆｏｒｓｅｃｅｓ ｓｉｏｎ ｉｓｍｏｒ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

ｓｏａｓ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 ｔｅＨｏｎｇＫｏ ｎｇ
＊

ｓｓｅｎｓ ｅｏ ｆｎ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ｗｈｉｃｈ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 ｔｅｓｌｏｖｅ

ｆｏｒ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ｌａｎ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Ｉｎｄｅｐ ｅｎｄｅｎｃｅ
”

ａｓｔｈｅｓｅ ｃｅｓｓ ｉｏｎｉ ｓｍ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ｓｓｅｎ ｓｅｏｆｎａｔ ｉｖ ｅｎｅ ｓｓ
；ｓｏｃｉａｌｍ 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

Ｔｈｅ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
ｔｗｅｅｎＰｏ ｌｉｔ ｉｃａｌ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ｅｓａｎｄＣｉｖｉ ｌ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ｉｔｕ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 ｉｏｎｓ
Ｈｅｎｒｙ

ＫＣＨｏ（
２３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 ｉｐａｌＯｆｆｉ ｃｉａ ｌ ｓＡｃｃｏｕｎ ｔａｂｉ ｌｉｔｙＳｙｓ ｔｅｍ（
ＰＯＡＳ

）
ｗａｓｌａｕｎ ｃｈｅｄ ｉｎ２００２ｂｙｔｈｅ

ＩＳＳＮ１ ０００
－７６８７

＊
２０ １ ３

＊

ｑ
＊Ａ４＊９６Ｗ Ｐ＊ １ ８

＊
２５００＊０９

＊２０ １６
－

０ １棚英文译审 ： 曲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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