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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土論述2010》

内容概要

2010 年是香港政治最荒陬譎詭的一年。先有政改方案的討論，後有特首忽然「起錨」，再有北京突然
「轉(車太)」允許香港民主有丁點發展，七月份立法會匆匆通過，香港之民主發展，就在「忽然」、
「突然」及「匆匆」之下，向前走了一小步。但驀然回首，已走了三十年。
港人對民主的渴求，始於八十年代的前途談判，三十年了，說短且長。於是，今年本刊的一個重要專
題，就是政改三十年。至於本土論述的論壇項目，則繼續以階級、身份、政治為主軸，探討香港社會
階級的本土性。「本土」不應止於政治經濟，不應止於主體性的探索，更是百姓生活的尋常事。
本土論述的風格
本刊是一本人文科學刊物。每年舉辦論壇，邀請各界人士就香港本土具爭議性的議題進行討論與交流
。本土論述網羅了多種風格。除了香港本土化問題之外，亦有來自台灣的夏鑄九教授為都市化把脈。
同時，也有香港左派人士凌文海細談殖民地的另一種生活。另外，本刊也未忽視本土學者的中國視野
和情懷，反省了港資公司壓迫中國工人的做法。
有老有嫩、有軟有硬、有中有西、有左有右，就是本土論述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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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編者簡介
馬家輝
傳媒人、專欄作家、文化評論學者，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生於香港，台灣大學
心理學系畢業，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著作於兩岸三地出版。
梁文道
身兼專欄作家、電視節目主持、時事評論員、牛棚書院院長等多重角色。評時事、寫文化、講飲食、
參與文化及社會運動。近年，於內地出版著作、主持節目；但他依舊家在香港，留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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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失望。这本书的文章谈话整理的过多琐碎而紊乱，学术文章则篇幅过于短小而无法深入展开论点
⋯⋯ 像杂志
2、在又一城的PAGE ONE读过其中一篇，确实如作者所言，思路有些紊乱。不过题目蛮吸引人。你令
她看一个问题她可以提出新颖的看法，令她看局却看不透。可以试试看看关键问题。
3、其實一開始就不應假設評論下筆前中後是沒有立場的，在資訊泛濫的時分秒裏，在準備接收時本
就可能設定了要收聽的頻道。總的來說，這個節目大部分文章對口味，只跳讀了一些部分。閱畢回想
，大概可以知道多點自己的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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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香港本土論述2010》的笔记-第217页

        某程度上，“反反日”就是香港本土意识对中央意识的抗拒。我们可以从这则留言上看出香港华
人的复杂心理：“你知道日本宪法吗？你对日本有多少了解？你对日本一无所知，但你正展开一场反
日抗议。我反对你的行为，并认为这是一种愚昧无知的决定。在你对日本暴怒前，可否了解她更多呢
？！”上述资讯针对的“你”，借代了内地网民的反日活动，这也是香港本土文化抱怨内地对香港同
胞无知或误解的反映。这个帖子暗示从香港本土的角度看来，当内地网民对日本缺乏了解，这群人对
香港也有相似的误解。
你知道《基本法》吗？你对香港有所少了解？你对香港一无所知，但你正展开一场不满抗议。我反对
你的行为，并认为这是一种愚昧无知的决定。在你对香港暴怒前，可否了解她更多呢？！

多嘴一句，日本人了解中国宪法不行宪。对中国有不少了解。知道“爱国主义教育＝反日”的官方公
式。都懒得反对中国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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