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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運動對整個香港社會造成巨大的衝擊，因此也引起來自各方各面的回應。但一

個有趣的現象是，眾多回應——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基本上是各說各話，完全

像兩條平衡綫一樣，沒有任何接觸或對話的介面。  

正反陣營各表述  欠對話介面  

在旁觀察整個過程，頗好奇為何雙方竟並沒有共同話題或交叉點。  

建制中人對佔領運動的回應，總離不開以經濟利益為基礎或考慮的話語。他們分析

各區佔領行動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嘗試從下向社會流動、無法置業、事業前景欠佳

來解釋年輕一代人的不滿，但就是不會從政治角度來正視參與者的訴求。所以，他

們會談到一個城市由盛轉衰、表示會關注年輕人的出路等等。反而對於佔領運動所

表達的政治情緒，就差不多是全無反應。  

建制中人鮮有將反國教、爭取電視發牌、政改串連一起，並加以分析。聽他們如何

解讀當前局勢，政改彷彿只是一個藉口，真正的問題其實在於政治範疇以外。運動



中群眾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又或者參與者在廣場上所展示的一份堅持，皆另有目

的。在建制中人眼中，解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政治。  

佔中者堅信理念  建制難理解  

可是，在另一方，則似乎一切都是關於政治。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切都聚焦於政治

之上。盡管不同的參與者各有不同的投入、參與和支持度，但在行為取向上，卻差

不多是一致地趨向於 t rue  be l i eve r 的類型，將目標道德化，強調要堅持到底。  

他們沒有怎樣想過甚麼是首選，甚麼是次選，也沒有太多的策略計算，而對於討價

還價十分有保留，政治交換就更加抗拒。這些忠實「信眾」根本沒有想過交換的條

件，因為一切均以終極目標來作衡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忠實的「信眾」不會將建制中人的意見聽進耳朵裏。而後者亦

無從理解佔領運動參與者到底有何要求。基本上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其實早在爆發

佔領運動之前已經如此，現在只是變得更為明顯而已），各說各話，兩者之間缺乏

共通語言。他們之間的分歧，並非完全如很多人所說成的理想主義相對於現實主義

之爭，只要找到一個中間落墨的方法，便可以將死結打開。而是兩者之間對身邊所

發生的問題的認知和理解，存在一個根本上的分別。  



提升討論層次  與青年人對談  

忠實的「信眾」要尋求一個政治的答案，而建制中人則以為年輕人是「借題發

揮」，只是透過衝擊來表達心底裏更多的不滿。前者不明白為何那個政治議題（及

其可能發生的轉變）不可以打開，而後者則猜測年輕人之所以如此堅持，只因受人

擺布，而不是真正的矛盾所在。在兩者全無共通的語言及理解事物的框架的狀況

下，甚麼對話，最終也只會是各自表述收場。  

或者建制中人值得想想，他們應該向年輕人提出的問題，不是你有無考慮利益上的

事情（由升學、事業發展、以至社會流動），而是當有一天成功爭取民主政治之

後，他們打算實踐哪些更崇高的理想、目標？而要朝着哪些目標、方向發展，整個

社會需要做些甚麼？有民主政治的話，那可以怎樣做？如果沒法取得期望中的民主

政治的話，又可以怎樣做呢？要將香港打造為一個更好的社會，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當然毋庸置疑，但具體而言是，政治是屬於哪個部分？是必不可少？是一切工作的

第一步（因此如果爭取失敗，則一切都變得沒有意思）？  



表面上，上述話題好像虛無縹緲，但其實只有將問題提到更高的層次，才有機會跟

年輕人就香港未來發展展開對話。只有更多談大方向的大問題，才有機會分析和討

論到，民主於整個社會發展中所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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