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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知，沒有一個政府會喜歡市民上街遊行的。 

說的遊行，當然不是那些新春嘉年華之類的遊行，而是政治議題有關的遊行。可

是香港政府又再一次讓人們另眼相看。 

上星期開始，筆者在港鐵看到了八一七反佔中遊行的宣傳片，內容大致是找些不

同年齡層的人出來說自己會出來參加八一七的反佔中保普選遊行，特別記得是有

一位自稱大學生的受訪者以及旁白說全家總動員出來遊行。 

然後，筆者又看見昨天的遊行中，除了那些不知與廣東省是不是真的有關係的埃

塞俄比亞人士（不知算不算外國勢力介入？）以及一大群被指收了錢（價錢由二

百到五百不等）只行到崇光就走人「逃兵」外，就是那些聲稱以個人身份參與遊

行的行政會議成員及建制派議員。 

公職人員有沒有個人身份這回事，已經不用再去議論，因為環球時報已經替大家

答了，2005 年 6 月 6 日環球時報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以個人身份參拜靖國神社

一事，發表了 《“個人身份”難掩耳目》的文章2，當中特別指出「在任何國家，

任何時代，任何個人，只要他擔當了國家要職，他的公眾面貌就不再是個人，他

的社會文化政治動作就決無個人名義可言。」有趣的是，不論是梁振英自己，還

是他的建制班子，看來都沒有好好聽取中央的訓示，而以「個人身份」去簽名反

佔中或支持反佔中運動。 

如果有點政治智慧，政府在推行政策時的立場理應是中立，即使人人都知道政府

本身有其傾向，也不能明目將膽地倒向一方，否則就有違反政府威信，偏私及一

意孤行的問題。在普選的問題上，政改三人組與其他官員可以繼續推銷，親政府

組織也可以自己策動任何運動支持政府，但政府不能參與其中，否則其中立的角

色將盪然無全，變成與反對派完全對立的一員。這次香港政府最令人另眼相看的

一件事，是梁特首的班子，不單積極以「個人身份」參與其中，更出動宣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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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人上街支持反佔中。說實話，筆者不太記得該宣傳片是否政府拍的，但當政

府官員也參與其中時，是否政府拍已不太重要，因為這個反佔中的運動已與政府

連成一線。 

事實上，從六一三東北撥款起，到七一到今天的八一七，這期間政府及親政府組

織進行了一連串的公關戰，希望從反對派中搶奪媒體這最大宣傳陣地。最明顯的

例子是周融仿傚佔中運動辦簽名，拍宣傳片，甚至政府利用遊行的紀錄片去製作

宣傳片讓自己的「袋住先」方案合理化。這種的積極回應的手法其實反映了政府

面對民間的反對聲音，愈來愈感到壓力，因為假定民間反對力量弱小的話，它大

可以置之不理，現在它積極搶佔輿論陣地，只顯示了它的管治困境。可是，這些

手段能有多大成效是存疑的。從昨天的遊行數字來看，假定真心支持政府者不少，

但其他團體出盡法寶也只令遊行人數十萬上下（這個數字與立法會歷年的建制派

鐵票很接近），就看出成效其實不大。 

事實上，要與民間反對陣線爭奪傳播媒介是很困難的。因這個平台向來是民間的

主場。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新書《THE FUTURE》中提到，15 世紀印刷術的興起，

使知識得以傳播出去，民主意識及革命運動也得力於印刷術的革命而得以成功。

今天網路的興起正是另一場新的印刷術革命，網路通訊的普及，資料的流通使知

識傳播的速度遠超前代。更重要的是，使用網路的門鑑很低，人人都可以輕鬆上

網，也可以輕鬆發表自己的想法。網上的資訊流通形成了全球心智，一些全球的

共同意識形成，最特別的是從前人們或許還會質疑是否有普世價值，又或為何民

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為何是西方標準，而不能有另一些詮釋。但今天由於全球心

智的形成，西方式民主自由的理念已成為詮釋民主自由的標準。 

對於政府，除了民眾因為接觸知識的渠道大增外，更難以控制的是「巨量資料」

的興起。只要有心想找一些資料，在網上必然可以找得到。從前政客或政府還可

以因為沒人記得他們說過什麼來欺騙市民，但是隨著現在記憶體成本的下降，以

及查找資料的方便，不論政府、建制派、泛民，只要是從政者都要小心，因為他

們的一言一行均自動受到網絡監察，有一大批的網民能隨時將他們從前說過或做

過的東西翻察出來廣傳。上述環球時報的例子是明顯一例，那是 2005 年的評論，

近來卻被網民找出來諷刺梁振英說要以個人身份簽命反佔中。此外，那些不知為

什麼要出來遊行、或收了錢、或只是臨記出來撐場、或一些做假的照片，通通也

逃不過網民們的監測，而使建制派、政府、親政府人士的形象大受打擊。 

故此，在全球心智的時代，政府如果再用從前那一套選擇性公佈資料，或說一部

分瞞一部分的方式與市民對話，或用作宣傳自己政策是鐵定行不通，雖然世上仍

有案例指一些專制野家如伊朗能完全限制網絡言論，甚至不惜中斷全國伺服器，

但更多例子如緬甸民主改革、中東的茉莉花革命也是受到網絡力量影響，如果政

府及建制派仍固守傳統的方式，說一半瞞一半、或嘗試誤導市民、或只唱好不唱

壞，那或許它能成功透過利誘做勢及得到一小部分鐵票支持，但世界上網上人口



只會愈來愈多，而真相也只會更多更快暴露在人前，更重要是，政府及建制派的

做法愈暴力及愈逃避現實，也只會把更多原本中間觀望的人士推向反對政府的一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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