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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撰文的時候，香港最多人瀏覽的新聞網站《主場新聞》結業。當時，香港媒體面對臨的情況
非常令人擔憂。我因應編輯的指引作為線索，把文章的框架限定在：「面對中國的威權主義，香
港媒體如何保持其推動社會運動、為民間發聲的獨立性」這一核心問題上。

    準備交稿之際，香港發生了佔領中環運動，並且演化成雨傘運動，在交稿日仍然未知結果。
毫無疑問，雨傘運動很有可能會是香港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我本來想過特地為此撰文。但是，幾
經考慮，還是決定完成佔中運動前開始的寫作計劃。原因有兩個：一，現在似乎尚未是總結雨傘
運動的恰當時候；二，本來的文章，是就香港媒體生態所思考的長遠策略，不會因為一個運動而
失去意義。即使到雨傘運動者離開街頭之日，還是會有很多關於香港媒體如何自處、如何回應威
權主義等思考。 

    以下，我不會詳細解說香港媒體近年的事件或發展。一來，互聯網已存在不少資源，供有興
趣的讀者自行搜索。1 

二來，不少有關香港媒體的論者，比較傾向採用一種「應急」的方式去思考問題，從比較長遠、
結構性的角度去討論的分析卻不多。有關媒體、中國威權主義、社會運動等的關係，是香港及所
有身處中國邊緣及旁邊的社會都需要長期辯證地思考的問題。它們涉及的不僅僅只有如何運用媒
體去召集群眾運動、回應論點、挑戰權威等等「應急」的社會實踐，而是涉及許多不同層次和面
向。以下我提出的是，要為獨立的媒體空間賦予更多力量，香港的媒體工作者需要更具自覺意識
地發展我稱為「跨本土主義」的原則。 

一. 有關「獨立性」的基本前設 

      有關香港媒體的「獨立性」的問題，常常被想像成一個有關它「被快速侵蝕」的現象。故
此，有關的思考，也往往指向「如何暫停威權主義」的問題。本文想探討的媒體獨立性，則建基
於以下三點： 

      一，「獨立性」除了可以被想像成一些被侵蝕的價值，也可被理解成一個相對的概念、一
個形容詞。所有媒體，都有它一定程度的「獨立性」與「依附性」，依附的不僅是資本與國家，
還有各種包括民粹主義、犬儒主義、消費主義、男性中心、民族沙文主義等意識形態。所謂「獨
立」，必然意指相對於某些權力、免於那些權力的活動空間。本文指的「獨立」不是關於「非主
流」、「先鋒」等意義；而是指相對「中國的威權主義」所展現的媒體空間。 

      二，故此，「中國威權主義」和「香港媒體獨立性」的關係，並不是兩件實體的互相碰撞
與侵蝕，而是某種權力對某個空間的影響。「威權主義」的體現並不僅僅只有審查，也包括在各
種問題上對想像力的收窄。這涉及的除了反抗審查，尚有更廣義的、例如媒體所展示的影像、聲
音、文字能否全面代表香港民間社會？傳播訊息的角度，能否超脫中國官方和其代理資本家的限
制？所製造的文化想像及視野，能否超脫民族國家的大一統視野？在市面流通的本地及外地媒體
產品，有多大程度受到限制？而且，這裡還涉及不同的文化或媒介方式。例如《蘋果日報》在上
街動員和娛樂性上，也許有影響力。出版中國禁書的獨立書商，對不少香港人來說只是大陸政界
的奇情八掛，沒有動員力和進步價值可言、內容甚至真偽難分。但它所製造的「醜聞」，也許可
以被運用來作為拉倒一些大陸及香港腐敗官員的文化資源。還有社交媒體Facebook和微博，容許
明星藝人繞過文化工業和官方的廣播條例，直接跟全球的華文讀者網民互動（例如香港的黃秋生
、台灣的張懸的網上發言事實上是兩岸三地許多網民共同分享的訊息）。中國威權主義與香港相
對獨立的媒體空間的接觸面很廣闊、也有不同的層次與關係。可以說，沒有這些展示「獨立性」
的媒體活動和實踐，就不存在那個「免於威權主義」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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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任何相對獨立的空間都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需要經過人為地運用和組織各樣資源或
資本去創造它、維持它、擴充它、給予它更多力量（即所謂賦權或充權，empowerment）。並
不存在不涉資本的獨立空間。任何獨立的空間都是透過「運用資本」所構成。「資本」不僅僅是
金錢，而是更廣義、任何被人類運用來達到其目的的人、物和觀念。如果以比較傳統的馬克思主
義來分類，可以說維持媒體獨立空間的必須資源有經濟基礎或「下層建築」，還有使人們相信「
獨立性」的重要、維持「獨立空間」所必須的「上層建築」，例如各種抗拒中國威權主義的理性
、論據、原則、價值、感覺等等。另外，我們還可以計算種種人際網絡作為資本，例如，假如一
位媒體工作者跟一位官員有血緣或朋友關係，究竟是媒體工作者使官員決策時對媒體的獨立性更
寬容；還是相反，使媒體工作者自我審查、收窄空間？ 

二. 抗拒「威權主義」的原則：自由主義、本土主義的運用及限度 

      花了些段落去闡釋「獨立性」的概念，是想指出我們可以轉換發問和思考的方式，而無須
必然只理解香港獨立媒體如何停止中國威權主義。本文更關注的是，各身處香港、參與媒體活動
的人，如何一直運用各種資源去不斷創造新的、威權無法伸延的活動及相應的空間。 

      香港現正身處的時刻，可以被如此理解：支撐香港媒體的獨立空間的政治及經濟資本，愈
來愈被中國威權主義的力量收編。例如，不少香港媒體的老闆被委任為中國政協委員，政府限制
民間運用廣播條例及各種媒體資源，意味威權網絡的延伸。中資企業抽掉一些媒體的廣告，是在
嘗試壓抑獨立媒體空間的經濟資本。至於獨立於威權主義的活動空間，則主要依靠「自由主義」
和「本土主義」所維繫。這裡指的「自由主義」與「本土主義」，並非指一些主要從學院產生出
來的哲學思想及經濟學教條，也不是社會運動綱領；而是指一些香港民間社會現時用來組織各種
資源去抵抗中國威權主義的原則。通過這些原則來組成的影像、文字、聲音，在香港大眾媒體空
間之中流通、傳播、及被觀眾消費。 

      自由主義及近年興起的本土主義，是現時支撐著香港獨立媒體空間的主要原則。香港不少
公民社會的活躍份子及新聞工作者都高呼「言論自由」、「普世價值」等信念，也對建設一個非
威權主義、或最少對異見更為寬容的「民主中國」有強烈的期望。這背後是自由主義。當然，自
由主義不僅僅來自香港社會本身，也跟歐美和華文世界所提供的各種資源有關，例如在大陸和台
灣反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專政的自由主義者，長期以來都獲得香港媒體及文化工作者尊敬。大陸和
台灣的媒體人事實上有參與香港的媒體活動，而大陸和台灣中抗拒威權的「自由派」所生產的刊
物和影視產品、還有各種在全世界流通的文字和影視媒體，香港觀眾都可以在不受中國政府的威
權主義下看得到。 

      至於本土主義，則是近年始在媒體流行的原則。如果自由主義衍生了各種對「普世價值」
、「自由民主制」、「言論自由」等的追求和堅守；本土主義則把這些價值的追求賦予限度、把
這些價值的實踐在地化、社群化、以「香港人」為本位，產生了各種關於「香港核心價值」、「
香港文明」、「抗拒赤化」等等在媒體流傳的聲明和聯署。 

      作為一種為了回應中國威權主義而生產媒體論述、製造文本、傳播觀念的原則或傾向，自
由主義與本土主義時敵時友。例如在香港網絡媒體中，經常得見本土主義者批評自由主義空談價
值，在媒體評論或詮釋事件時過份「離地」；相反，自由主義的論述也會批評本土主義「狹隘」
，無視香港社會一些可以跟國際和中國社會連結的普世價值。本文的重點並不是要二選一地靠邊
站。因為，在我看來，這兩種主義只是回應了中國威權主義賦加予香港身上的不同角色──因為北
京及特區政府對權力集中的堅持、對市場及民間控制的傾向、與對異見的不包容，衍生了相應地
講求文化寬容、中立與調解的自由主義；因為要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盡可能統一語言、文化、純
粹把香港視為金融市場，迫使香港產生抗拒文化同質化的地方主義。當香港媒體在大眾層面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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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要維持其相對中國威權主義的獨立性、自由主義和本土主義都十分重要。假使香港不
再在存各種自由主式和本土主義所推動的媒體文本或民間活動，便代表香港的獨立空間已被中國
的威權主義完全收編。 

      不過，在幫助香港民間面對中國威權主義時，自由主義和本土主義都有各自的問題及限度
。這不是抽象地指兩種主義的邏輯缺憾，而是指當它們在香港被具體地運用來組織獨立空間時，
有其限度（the limit of using liberalism and localism as the two principles of organizing
resources）。 

      自由主義的限度是：它很依賴西方（主要是英美）世界生產出來的文本和觀念。在很長的
一段時間裡，自由主義在世界上的領導權（hegemony）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西方世界的強勢，
吸引不少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所謂「落後地區」的知識份子及文化工作者主動挪用「自由民主制
」、「三權分立」、「第四權」、「言論自由」等這些抽象來說是普世、但具體藍本卻是由倫敦
、紐約及各歐美院校等文化及知識中心所選擇及生產出來的觀念。我不是指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很
「西方」、不夠「中國」；而是由於全世界正經歷後殖民主義、後西方、去西方化的文化傾向，
西方的知識領導權的優勢沒那麼明顯，將會減弱自由主義者在香港組織資源、回應中國威權主義
的能力。例如，在九十年代初無法想像的「中國模式」和中國崛起、日本和美國權力的下降，今
天都已成為流行的說法（即使它們其實仍然不斷被人辦論而未有完全一致的結論）。全球知識及
文化的大環境的轉換，將會使自由主義成為只有抽象的（必然對的）道德高地、卻難以說服地方
大眾、提出各種有能力在現實解決問題的政策、為此投入資源，特別是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
卻要努力維繫往往被威權的民族主義及大一統主義者攻擊、認為是「以西方世界為藍本」的自由
的媒體空間。 

      本土主義的限度是，香港本土的資源少、流動性也高。例如，為了抗拒中國大陸的簡體字
和還有不少文化工作者北上的傾向，本土主義者堅持以「本土文化」（例如廣東話等各種港式語
言及符號）為創造媒體產品的資源。但在香港這個高度外向的城市，本土主義也許會愈來愈難以
維持。例如，一些使人感到「本土性」很強的「本土電影」，事實上滲入不少大陸國企及民企的
資本。香港的電視也從來不僅僅是為了香港觀眾所製作，也把廣東省珠三角的觀眾及市場納入計
算在內。即使是本土觀眾，也有不少根本更認同或迷戀外地的各種媒體及高雅與流行的文化。本
土主義作為組織資源的原則，其實遇到很大限制。 

      這並不是說自由主義「過氣」，或者本土主義「不小」而不重要。這些意識形態或行事原
則，對媒體參與者去組織各種資源、維持一個跟中國威權主義有距離的空間有不同的效用。也許
自由主義對守護言論自由與寬容的價值、和跟西方世界接軌很重要，也是香港進步的核心價值和
各種社會運動的精神所在。而本土主義在香港境內緊急動員、召集、暫停威權的時刻上、還有把
各種進步價值真正在社區實踐出來也很重要。但是，從更長遠來說，要在廣泛的民間維持進步的
、不卑不亢地回應中國威權主義的動力，也許可尋找更多方法為香港的媒體空間賦權。 

三. 連結網絡與擴充空間：跨本土主義 

      在文章餘下的部份，我想提出的是：香港媒體要持續保持其抗拒威權主義的活力，可以更
自覺地發展一套我稱為「跨本土主義」（可英譯為inter-
localism）的、作為組織媒體空間、生產媒體文本的資源的原則。 

      跨本土主義一方面繼承香港本土主義，反對「威權主義」，但超越其「狹隘」性，並不以
「香港人」這族群作為單位，而是以保護香港地方的各種可能性──這裡特指獨立的媒體空間及其
所包容的各種活動──免於中國威權主義為最優先。香港本土所需要的連結，跨本土主義的字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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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但同時意識到香港本土的限制及香港文化本身的區域性的、混雜的構成。但它連結外
界的方式，不是沒有邊界的普世觀念，也不是無根的國際視野，而是「扎根本土」與「認識世界
上其它本土」。Inter-localism或trans-localism。不是無差別擁抱世界的cosmopolitanism、不是
無中心而到處征服的globalism。它的世界有彊界，卻不是建基於國家的國際internationalism或
跨越國界的transnationalism。它向外連結的方式是，它意識到向外發展不是為了尋求逃離中國
威權主義的「自由」、不是為了城市的一己私利的「香港本位」，而是意識到自身正在經歷現代
民族國家體系透過中國大陸的大一統主義的威權性實踐，在外找尋相近的經驗和資源，充實本土
回應威權主義的能力。換言之，跨本土主義理解世界的方式既不是無根、也不是以民族國家為「
根」的單位，而是基於「本土」作為認識範疇、在世界尋找合乎呎度的比較及相應的知識。這不
是被「英國」遺棄而失去的自由價值、也不是面對「中國」而與它隔絕的心態，而是各處於全球
民族國家體系內的本土如何自處的經驗。 

      以跨本土主義這原則所組織的文化資源、文本和各種媒體活動，對民族國家的異質文化、
特別是跟自身本土相近呎度或關係緊密的本土文化更為敏感。在跨本土的文化交流下，累積合乎
呎度的知識（及比較），累積知識及文化網絡，累積資金及人才，而同時對批判性地看待民族國
家所衍生的文化，包括國語、國家政策、民族大歷史等等。例如，它不是要宣傳如何成為「英國
」、「加拿大」與「瑞士」的樣子、抽象地崇拜「西方」，而是以「本土」為觀察別人的單位，
更扎實地想像如何建造一個更好的宜居城市。而且，香港也不僅僅是一座城市。作為一個有強烈
抗拒中國共產黨及其威權主義傾向的邊緣地方，它應該特別關注跟它相近經驗的本土案例。如果
自由主義尊崇的是英國與台灣的「自由民主制」；那跨本土主義努力以媒體理解和宣傳的，是台
灣回應北京的本土主義所經歷的討論，英國各地方主義的感受和它們跟倫敦的關係、沙巴如何感
受馬來西亞的布城政府、果亞如何回應印度的德里政府、沖繩和東京，還有科西嘉和巴黎、直布
羅陀和西班牙等等邊緣本土跟國家首都的關係。 

      在跨本土主義的原則下，香港的媒體生產者和消費者會更少以威權的民族國家的立場看待
自己的城市需要什麼，而是以本身城市跟周邊關係（即其它本土、別人的本土）來反思自己的所
需和所欠；也會更關注不同地方的差異性，不會投入到民族國家鼓吹的大一統思想。換言之，跨
本土主義充實香港媒體獨立性的方法，是持續在世界尋找和累積更多資源，對照自身被民族國家
威權主義壓迫的案例，學習如何照料自己的政策，而且關注不同地方性的差異，在日後永遠不站
到民族國家的威權主義，而是以邊緣本土的角度出發看待世界。抗拒威權主義有各種方式，如果
自由主義是包容、本土主義是團結，跨本土主義的目的則是繞過國界地連結，孕育不被民族國家
壟斷想像力、有根地連結世界、組織媒體、連結不同大眾和觀眾的傾向。 

結語 

      最後，我想以媒體如何詮釋「佔領中環」去作為一個例子，去闡釋跨本土主義如何可以作
為一種充實媒體空間的資源組織原則。雖然「佔領中環」已演化成「雨傘運動」，但有關如何詮
釋它，卻仍然可分為自由主義和本土主義的方式。持自由主義與本土主義傾向的媒體（不僅僅指
狹義的機構，而是指兩種運用媒體生產各種符號予大眾消費的文化意義製造過程）各自演繹「佔
中」。自由主義的媒體工作者及評論人歌頌「佔領中環」的和平及其公民抗命的普世精神，把自
己跟「狹隘的」本土主義區分；在本土主義的媒體，「佔領中環」時被指為過份抽象、並沒有緊
緊扣連本地的群眾。 

      除了以上兩種角度，也可以從跨本土主義的方式，尋找更多香港社會運動跟世界上其它「
本土」有關──「佔領」作為一種形式，本身來自紐約市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經香港小眾左翼團體
引入，發動過人數極少、以打倒資產階級為主的「佔領中環」。以現在實踐出來的「佔領中環」
，則受過台灣的太陽花學運的成功所鼓舞。換言之，「佔領中環」不僅是來自自由主義價值及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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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本土的勇氣，也是來自跨越香港本土、在跟自己相像的紐約市（都是全球金融中心）及同受中
國威權主義壓迫的台灣本土主義處得到共嗚。香港的社會運動之所以持續、創新，動力不僅僅來
自自由主義價值、或本土主義對地方性的執著；也是因為香港本身的媒體空間有一定的、相拒威
權主義的獨立性、可以溝通世界上不同的本土、讓香港的媒體用家得以參考、啟示自己的處境及
行動。如何更有效運用不同的資源組織原則──包括本來的自由主義、本土主義及本文提倡的跨本
土主義──去充實及壯大既有的獨立媒體空間，是香港媒體工作者及用家應該持續思考的問題。 

作者李祖喬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亞洲文化研究課程）博士候選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
究學部哲學碩士。研究興趣包括媒體文化理論、視覺文化政治、亞際文化研究（特別是中國大陸
、香港、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註解:

1.這些事件都標誌著香港新聞自由所受的威脅：《明報》總編劉進圖被斬、商人王維基的香港電
視不獲政府發牌、香港電台被打壓、數碼電台幾乎夭折、獨立媒體遭中國黑客攻擊等等。有關近
來香港媒體自由程度的回顧，可見草魚禾：〈免於恐懼的自由－香港新聞自由的嚴冬〉2014-8-4.
 台灣新社會智庫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6267&Itemid=117&u
serid=92&content_type=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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