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嚴重政治撕裂下 

矛盾愈來愈難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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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態轉型下的牧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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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香港政治環境嚴重撕裂，不同
政見陣營往往視彼此間的矛盾為你死我
活的鬥爭，再加上，越來越多人對政權
以及執法機構的公正性漸漸失卻信心，
令人擔憂，彼此間的角力，將會愈來愈
失卻規範，甚至沒有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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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縱使不同政見人士難以在觀點
和結論上達到共識，但也會嘗試在遊
戲規則和一些基本原則上達至和維繫
一定的共識，以規範彼此間的競爭，
例如對守法、對議會、以至對甚麼是
一個現代文明社會裡最基本的行為操
守，大家都曾經試過凝聚出一些基本
的共識，並以此約束彼此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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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讓人憂慮的是，隨著政治環境嚴重撕裂，
不同陣營對對方的敵意不斷上升，鬥爭愈
來愈尖銳和白熱化，以及「你做初一，我
做十五」的報復心態，這些共識正不斷遭
到蠶食，以至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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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2012特首選舉 

• 首先，政府介入梁振英的「西九漏報利益
風波 」，公然為其對手提供證據和材料，
好作狙擊所需的彈藥。 

• 第二，在特首電視辯論中，唐英年揭露閉
門會議內容，指責對手建議把商台牌照年
期縮短，以及在2003年五十萬群眾上街後，
動用防暴隊同催淚彈對付示威人士。  

• 第三：選舉期間，唐、梁的黑材料，接二
連三被翻出，成了選戰中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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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體制失卻中立性、正當性，被
視為政治打壓的工具 

• 廉署，近日介入所謂的黑金「風波」，被
視為佔中前夕，打擊異見者的手段。 

• 警方執法愈來愈嚴，甚至選擇性執法，例
子：今年七一因民陣負責人事後被警拘捕，
理由竟是阻礙交通；相反，有愛字組 

• 議會被視為只是實行「多數人暴力」的場
所，失卻就民意整合和作出決定的正當性 

• 例子：立法會吳亮星事件、中西區區議會
許智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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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體制失卻中立性、正當性，被
視為政治打壓的工具 

• 擁有壓倒性龐大資源、執法權力的政府，
漸漸被視為不公正地運用手上這些資源，
去黨同伐異，反對派和抗爭者，為了扭轉
劣勢，「超限戰」的想法只會進一步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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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政治規範的進一步瓦解 

• 過往，包容被視為香港人的最重要美德，
大家信服：「縱使我不同意對方的意見，
但也應致力捍衛對方發表意見的權利。」
但今天建制和泛民陣營，都出現了一些以
「踩場」為樂的激進群體，以粗言穢語侮
辱和辱罵不同意見者。 

• 過往大家都對中國在文革、反右出現的瘋
狂政治行為，引以為鑑，但今天香港卻可
以成立熱線鼓動中學生互相舉報和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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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政改陷入死局，北京的路線愈來愈強硬，
社會上溫和派的聲音漸漸湮沒，對政局的良
好願望及期盼落空，甚至連非暴力抗爭也失
卻說服力，激進路線抬頭，政治將變得愈來
愈沒有底線、不堪，以至不擇手段。另一方
面，社會也會變得愈來愈犬儒，大家墮入信
仰的真空，社會分崩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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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政改對話路線被出賣 

• 2010年，泛民中的溫和派，如民主黨及一
些中間學者，曾建議與北京進行對話、協
商、和妥協，最終政改方案獲得通過。 

•當時的想法，隨了認為方案本身可以接受
後，還希望可以讓泛民與中央政府開展良
性互動，建立恆常性的溝通基制，改變以
往一味對抗的局面。 

•結果，事與願違，泛民的溫和派事後感覺
被北京出賣，對方承諾亦沒有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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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新一波：「佔中」和非暴力抗爭 

• 當政改對話路線事後感覺被出賣後，部份
當日的支持者，轉而支持一條抗爭路線，
如投身「佔領中環」運動，但仍堅持信守
「非暴力抗爭」作為宗旨。 

• 但近日隨著北京及特區政府打壓和封殺
「佔中」全面升級，當鎮壓一天真的出現，
組織者仍能否說服群眾接受「非暴力抗
爭」，頓成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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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就政改落閘後， 

民主回歸派的落幕 

• 八十年代，前途談判期間，社會上冒起一群「民
主回歸派」，他們基於民族主義立場，認同香港
應該脫離殖民管治，回歸祖國，並相信在這個過
程中，會提供契機和空間，讓香港進行民主和社
會改革，讓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兩全
其美。 

• 之後，這些人陸逐進入社會各個領域，如政界、
學術界、文化界、媒體等，甚至進佔樞紐位置，
成了體制裡的中堅，對社會發揮重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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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就政改落閘後， 

民主回歸派的落幕 

•三十年來，就算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他們對民
主回歸的信念仍然沒有變，仍然視自己為中國人，
對於內地的種種苦難、流弊、不公等，仍然感同
身受。他們鍥而不捨，年年出席六四晚會，要求
平反六四，不是要顛覆中國，而是因為他們視此
為需要癒合，國家民族歷史上的重大傷口，而不
是如今天一些新生代所說，「地球村上眾多發生
過的不幸事件之一」。在中港發生矛盾和衝突時，
這些人往往發揮緩衝作用，苦口婆心的嘗試說服
大家要互相諒解，讓社會不至走向極端，步向民
粹和排斥內地，以及政治上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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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就政改落閘後， 

民主回歸派的落幕 

•人大常委就行政長官普選頒布框架，為政
改落閘。讓這些「民主回歸派」，感到前
所未有的氣餒、沮喪，以至憤慨 。三十年
來鍥而不捨的爭取，換來的竟然是一個關
卡重重的篩選而非普選特首方案。 

•在「民主回歸派」遭受重挫後，在香港分
離主義勢力只會進一步增強，為中國說好
話只會更加艱難，只會更加被冷嘲熱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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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民主回歸論、談判對話、非暴力抗爭，
這些路線一一落空，溫和派只能退隱，更
激烈的抗爭只會上場，造成社會的進一步
撕裂。當大家對政治體制如議會、執法機
構失卻了信任，而質疑其中立性、正當性，
並視它們僅是政權打壓的工具，那麼再難
有人能為社會紛爭作出仲裁，政治將變得
愈來愈沒有底線和不堪 ，社會也分崩離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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