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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民資質其實是一政治和空間的概念，故應考慮其所在的多重空間情

景，公民教育亦然。採用葛蘭西式的觀點並以香港公民教育的動態形成做個

案研究，本文試圖呈現其在本土、國家和全球三個層面所表現的文化政治，

同時彰顯當中涉及公民資質和身分的激烈爭議。研究發現，儘管官方的公民

教育計畫是朝向「國民教育」發展，但一個多元化和充滿活力的公民社會，

卻造就多種論述和實踐的混和及交互滋生。它們以互補或競爭性的方式，與

官方計畫並行。泛民主派在公民社會發起的公民教育可視為追求人權和民主

的賦權鬥爭，以抗衡政府和親北京陣營的馴化力量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的暴

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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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Non-gover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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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izenship is de facto a political and spatial concept, and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context of multi-locality. Adopting a Gramscian viewpoin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ong Kong at local, national, and 

global levels, through the dynamic formation of its civic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how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are hotly contested. Therefore, 

while the official civic education program is oriented towards nationalism, 

the pluralistic and vibrant civil society allows a hybridization and cross-

fertilization of multipl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to run parallel with the state 

project, either in a complementary or competitive way. Civic education 

launched by the pan-democratic camp in the civil society may be viewed as 

empowerment struggles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compared with the 

domestication efforts made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o-Beijing camp, as 

well as the tyranny of global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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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存疑的公民教育 

公民資質（citizenship）是文化政治的核心，也是個充滿爭議的政治概

念，如今已躍升為公共議題的中心。公民資質之重要，在於它是有關民主、

公民社會及公共領域論述的一部分。公民資質還聯繫到微觀和宏觀的政治體

制及不同類型的權利和義務。因此，它也以新社會運動的形式連結起公民社

會和國家。  

公民教育本身生成於公共文化，就是社會營造公民項目的一部分，因此

和意識形態及政治密切相關。公民教育往往反映出整個社會的重要面貌。香

港近年來的公民教育如何在全球化、國族化和本土化三重力量的共同影響下

發展，便是一個有趣的研究案例。香港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則是中國

的特別行政區。隨著1997年以來的後殖民轉型，它具有獨特的政治地位。此

外，多元化和非常活躍的公民社會更使其公民教育的發展複雜多變。  

簡 言 之 ， 香 港 的 特 殊 國 際 地 位 ， 遲 來 的 去 殖 民 化 （ decolonialization）

與連帶的局部民主化，以及主權由英國政府移交給中國政府，而不是還政於

當地人民，都使得香港公民資質的發展比世界許多地方更為獨特。香港市民

追求充分公民資質的艱難處境，或多或少也見於公民教育領域，這恰好反映

在 過 渡 期 和 後 殖 民 時 期 有 關 公 民 教 育 的 激 辯 與 鬥 爭 上 （ Lee & Sweeting, 

2001）。顯然，公民教育既來自國家，也來自公民社會。雖然，關於官方公

民教育計畫已有相當多的討論（Lee, 1987; Leung, Chai, & Ng, 2000），另類

論述和實踐卻相對地較少受注意，尤其是公民社會這部分。本文聚焦空間和

文化政治，試圖說明在全球、國家和本土各級情境下，香港公民教育的政治

角力。首先著墨於概念的討論，並分別簡述全球化、國族化和本地化對形塑

公民資質的影響；接著著眼於香港特色，尤其是公民教育在殖民時代的被邊

緣化，以及在後殖民時代官方國民教育霸權計畫的興起；最後再從全球、國

家和本土三個地域層面來檢視其中公民社會的反霸權論述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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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文獻來源有三大類：報刊報導、政府機構和

多個非政府組織的刊物和年報，以及互聯網的相關資訊。報章報導和相關評

論主要來自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香港教育資料中心編採的六卷公民教育資料

專 輯 ， 涵 蓋 1984年 至 1997年 底 共 1,038則 相 關 剪 報 ； 以 及 慧 科 新 聞 資 料 庫

（WiseNews）所輯錄由1998年4月至今香港多份主要報章、雜誌、刊物和新

聞通訊社的內容。筆者在該資料庫輸入以下的中英文關鍵詞：公民教育、政

治教育、國家民族教育、國民教育、愛國教育、國情教育、人權教育、民主

教育、法律教育、法治教育、世界公民教育等，得到數千則相關剪報；再因

應本研究的焦點，篩選出有關政府和不同非政府組織在公民教育的言論和工

作的報導，以做進一步分析。互聯網的相關資訊則主要是相關政府機構和非

政府組織的網站，包括機構目標簡介，以及各式公民教育活動的記錄。  

貳、理論回顧⎯⎯場合、權力和論述 

「 ship」 做 為 詞 綴 ， 有 狀 態 、 地 位 、 身 分 、 職 位 、 技 能 等 諸 義 ， 而 和

「公民」（citizen）結合一起，「citizenship」一詞乃成一複義詞，涵蓋和

公民相關的法定地位、權利、義務、主觀身分認同及美德和素質等多重意

思，可視不同語境和語用目的而翻譯成公民資格、公民地位或國籍、公民權

利、公民義務、公民身分認同、公民意識、公民美德和公民素質等漢語詞

彙。如果要籠統地表述，或可勉強用「公民資質」一詞來加以概括。這些

「 公 民 資 質 」 成 分 的 學 習 ， 便 是 公 民 教 育 的 內 容 。 英 語 一 般 稱 為 「 civic 

education」或「citizenship education」，華人地區亦慣以「公民教育」來翻

譯之，它泛指培養政治群體成員，特別是新成員或下一代，認識和建立其公

民身分的一種教育。  

「公民」是政治人，而「公民資質」其實是處理個人和國邦間及成員間

的政治關係。至於「公民資質」的內涵則隨時空而異。馬克思學派更視之為

意 識 型 態 和 文 化 秩 序 的 課 題 。 意 大 利 共 產 黨 領 導 人 葛 蘭 西 （ Anto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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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sci）提出了著名的「霸權」（hegemony亦譯作「領導權」）理論批判

了經濟化約論，進而強調政治和文化支配的角力和不穩定性，並把文化和意

識形態現象視為公民社會中具有不同立場的團體間的鬥爭。霸權的確立不是

一勞永逸，而是進展性的歷史計畫（historical project）。它是有關社會力量

和活動的動態發展過程，當中國家要把各種分歧的團體整合成策略聯盟，建

構成新的文化秩序（黃庭康，2002）。  

後來不少學者對文化霸權的主要概念續有修正，就有關霸權的實踐過程

和 邏 輯 做 更 細 緻 的 討 論 ， 如 Laclau 與 Mouffe （ 1985 ） 便 曾 提 出

「articulation」（可譯作「構連」或「接合」）這個重要的概念，藉以指出

社會論述場域各組成部分並無絕對不變的本質或固定意義，而是不同的社會

群體要接合來形成一體。後來的後殖民批評和文化研究學派，也常用這詞來

分析社會文化和個人的文化認同。Hall（1988, 1996）便曾指出這個英文字

有雙重意涵：一是連結，另一是發音、表達、陳述等義。  

公民資質是由各種要素組成的多面向建構。它有多層的地位和身分，多

樣的權利和義務，以及美德的複雜涵義（Heater, 1999）。不論在學界和政

治界，由於不同的政治立場和意識形態取向，公民資質都是一極富爭議的概

念（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人言人殊，各有所重，難有共識。公民

教育正是涉及何人的和什麼內容的論述及呈現（Barker, 2000），其本質更

涉及立場（positionality）  的問題，即一個人在何地對誰說什麼？有何種目

的？以誰的利益為依歸？  

公民資質不單是政治概念，它本身也是一空間概念，所以應同時考慮其

在本土、國家和全球的情境（Williams & Humphrys, 2003a, 2003b）。由於

社會急劇變遷和全方位形式出現的全球化進程，已深深影響傳統與現代民族

國家政治秩序相關聯的公民資質概念的重新定義。吊詭的是，全球化的來臨

亦促發在地化的迴響。由此，在分析公民資質時，我們須考慮其多重呈現。

在多層次的脈絡下，不同勢力的代理人，加上各種地點和力量，會界定出不

同版本的公民資質。在政治層面，不同行動者之間會動態地談判和爭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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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質。從這角度來看，區位或場合（ locality）不只是意味著某一地方（空

間意義下）的公民實踐，它也提供一特定地域背景來讓社會力量運作或生

效。各地和各種有關公民資質論述的討論使我們注意到，即使在單一的政治

實體（最常見為民族國家）的領土內，不同團體或地方也存在著理解上的差

異。這些力量的同時運作會導致不同地方或界別的集團，對理想或良好公民

有不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期望。  

參、本土、國家和全球情境下的香港的公民資質 

對於做為資本主義大都會和從英國殖民地過渡為中國特區的香港來說，

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相互作用亦因國族化因素而更形複雜。雖然一方面全球

化、本土化和國族化的進程可被視為相互競爭，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可以被看

作是互補不足（Tang, 1997）。從競爭的角度看，全球化意味著強大的跨國

勢力，取代或削弱民族國家的能力和自主性，而本土化或國族化則假設國家

主權做為核心代理者，繼續管理國家或地方事務的優勢和連續性。另外，從

互補的角度看，全球化、國族化和本土化是多層次互動及相互加強的過程。

在研究香港本地與民族國家及全球社會的互動時，這三重互動過程充滿活

力，並應被理解為一組複雜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現象，既產生互補、

又相互矛盾，充滿不確定的結果。  

雖 然 現 代 公 民 資 質 和 民 族 國 家 有 很 密 切 的 關 係 ， 國 家 公 民 資 質

（national citizenship）卻不完全適用於殖民地狀態下的香港，因它的主權不

屬於居港的人民。長期以來，香港實質上一直是結合英國殖民主義、華人移

民社會和資本主義三大環節的特殊布局。和殖民者或宗主國的公民相比，殖

民地居民被剝奪了適當的國籍和公民身分。在殖民地時期，既無發達的公民

概念，香港居民也無權享有憲法地位。公民地位主要是以高度實用的方式來

界定。英國《國籍法》自1960年代經幾次修訂後，就把香港居民降格為「英

國屬土公民」（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citizens），剝奪他們在英國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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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權。香港市民也沒有享有參政權。殖民統治的特點是務實和自由放任的市

場理念，只有少數的社會和政治權利，卻沒有提供積極、參與和賦權式的公

民權責（Ghai, 2001: 143）。當時，香港是中國政治動盪下的避風港，許多

避亂南來的華人也只能無奈地接受這樣的安排。  

香港身為英國殖民地，公民權利在當地並沒有得到充分與均衡發展。香

港 公 民 權 利 的 發 展 主 要 是 由 殖 民 政 府 直 接 發 起 的 （ Baehr, 2001; Tsang, 

1998）。相對而言，公民權利（civil rights）在香港算是最發達的，這可追

溯到殖民時代早期。香港人享有極大的公民自由或消極的政治自由，最顯著

的見於生命權、財產權、法律保障、遷徙自由、思想自由、良心與宗教自

由，以及言論和表達自由等。  

香港社會權的制度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1960年之前，香港的

現代社會福利制度主要是由非政府組織，包括傳統華人慈善社團及有宗教背

景的西方社會機構所建立，政府作為乏善足陳。香港從來沒有成為福利國

家，香港社會福利的提供屬於剩餘性質。直到1970年以後才由政府提供福利

或大量補貼，並在Murry MacLehose總督的任內高速發展。這主要是殖民政

權為補救1966年和1967年兩次暴動的結果。儘管香港自此在社會福利發展上

稍有進展，但迄今仍遠遠低於一般福利國家的標準。  

關於參與權利，《香港勞工法》並沒有充分保護工會的權利，沒有集體

談判或承認工會的權利。無論是過去還是現在的政府，從來都沒有與工會進

行集體談判，頂多只是諮詢其意見。即使主權移交前通過立法保護集體談判

和其他工會權利，但未幾便被新政府廢止。由於限制罷工或停工權利，罷工

權利在法律上也沒有得到妥善的保障。實際上大多數工人必須簽訂聘用合

同，通常不開工就是違反合同，並可能因此而遭解僱。  

香港市民的政治權利仍然很不發達。在1997年之前，香港基本上是行政

主導的政體，大多數權力集中在總督、其下的官僚機構和一些被籠絡的政治

精英手中。與此同時，普羅大眾被拒於立法機關大門外，民主化要到1981年

才見突破。然而，民主化的道路在當權者抯撓下荊棘滿途。迄今仍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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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和特首的全面普選。  

最 後 ， 香 港 最 不 發 達 的 便 是 有 區 別 的 公 民 權 利 （ 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或群體權。舉例來說，中國大陸內地新來港定居人士、少數民

族和外地勞工在住房、就業、教育、社會福利等等不同的領域均面對系統性

的歧視（Home Affairs Branch Hong Kong, 1997; 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 2000）。然而，這些情況卻很少受到政府和公眾關注，教育上更不

聞不問。直到2002年，民政事務局才成立促進種族和諧委員會，以進行與種

族議題有關的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  

香港位於中國大陸的東南端及東亞中心，它做為轉口貿易中心，也是區

內較早的國際城市，這主要受惠於在19世紀帝國主義的全盛期，香港即被納

入 大 英 殖 民 帝 國 ， 以 及 世 界 體 系 。 因 此 ， 香 港 經 濟 的 跨 國 色 彩

（ transnationality）並不是新現象。從全球的角度來看，香港是全球化進程

的一部分，不論其在全球秩序中的戰略位置及與外界緊密相連，以及其於加

劇這進程的作用上。英國統治的151年以來，香港蛻變為主要的國際經貿中

心，也是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社群的樞紐之一。二戰後的全球化浪潮充

分 反 映 其 對 香 港 發 展 的 影 響 ， 尤 其 是 在 經 濟 ， 科 技 和 文 化 等 方 面 （ Tang, 

1997）。憑藉其有利的戰略地理位置與體制資本，香港乃處於經濟全球化進

程的前沿，這由其做為一個主要的貿易、金融、通信、運輸、服務中心，以

及多種商業活動的重要國際中心得知。即使在1997年主權移交後，香港的獨

特國際地位仍不斷吸引全球的關注。由於英美和日本等國在香港有很大的利

益或經濟利害關係，所以其與聯合國以及一些國際組織，多年來一直密切注

意香港的境況。與此同時，香港的世界大都會和國際性格也在中英聯合聲明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下得

到珍視和保持，以保證這個中國特區能保持高度的自治，並處理自身和外界

的經濟和文化關係，如常參與大量的區域和國際組織或活動。  

身為一個脆弱、細小與外向型的經濟體系，1997年亞洲金融風暴和2001

年9月11日恐怖分子襲擊美國事件，均使香港經歷了嚴重的衝擊，陷入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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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久衰退期，經歷40年來最差勁的經濟表現。例如，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

值收縮、物業價格及租金下跌、股票市場價格和交投急劇下降、失業率上

升、工資下降、小企業關閉和投資大大減少。為了在全球競爭加劇的時代生

存，後殖民政府已經重新定位和想像本身在區域城市網絡中的角色；願景是

使香港成為如紐約和倫敦般的世界城市，並進一步對外國投資者強調香港做

為通往中國大門的價值（Pun & Lee, 2002）。有趣的是，這種對全球化的關

注也夾帶民族主義的追求，結果是因應不同的功利因素考慮，香港形象或身

分的塑造呈現民族主義和跨國色彩的奇怪混合（Ku, 2002）。  

由於香港地理位置及人口構成和中國相近，即使在英國統治期間，香港

始終是在中國的影子之下。香港和中國大陸（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多年

來在歷史、文化、民族、經濟和政治間密切相聯。但是對香港國族化較顯著

的影響，是共產黨政府於1978年通過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並在1997年

恢復了香港主權。隨著行使國家主權，「一國兩制」的設計是為確保國家統

一和維護香港的優勢和繁榮，從而進一步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最終統

一。根據一國兩制的公式，中國內地和香港之間的關係是高度的分離，除國

防和外交事務外，香港特區可以在「港人治港、高度自治」的原則下處理內

部和外部事務。  

然而，在一些領域，特別是在經濟和社會文化上，中國與香港一體化進

展的速度和規模，卻出乎意外地展開，如與廣東省地區有更密切的經濟連

繫。中國進一步向世界開放，加上過往多年的經濟蓬勃發展，使得香港必須

與中國內地城市做激烈的競爭，而香港的自信和優越感也受到削弱。特區政

府以背靠祖國為香港未來發展的出路，持續推動香港與內地關係更趨密切，

並尋求中央政府的支持。但香港此定位所導致的大陸化（mainlandization）

趨勢，也使許多人感到忐忑不安，他們渴望香港不同於中國其他地區，能保

持其獨特的一線國際城市地位及繼續蓬勃發展。  

儘管自1997年以來過渡順利，十多年來香港與中國大陸基本上保持了親

密和諧的關係，但兩地間的差異，甚至利益相互衝突的情況仍然存在。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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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直接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並不明顯，但香港與內地關係的主要摩擦

仍體現在法輪功、新聞自由、居港權事件、《基本法》第23條有關國家安全

立法的起草、民主化步伐和人權保障等事項，兩地關係也時見緊張，為一國

兩制和平共處投下陰影。  

隨著中國與香港兩地間密切的互動，彼此關係愈見緊密，分離和一體化

成為悖論，目前仍在摸索適當的平衡（Yeung, 2002）。可以預期，在今後

的日子裡，分離與融合或在一國兩制概念下香港相對於中國其他地區的獨特

性的辯論將繼續。經濟和政治環境的新發展，也將挑戰一國兩制安排的可行

性和可欲性，並反過來影響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做為香港的宗主國，中國對香港的政治影響力顯然是巨大的。中央政府

直接控制行政長官和其他主要高級官員，以及中國全國人民大會和全國政協

的香港代表的任命。中國政府通過其在香港廣泛的社會和政治網絡，還庇蔭

大量的政界和商界精英，甚至動員他們進行有利於中國政府的政治參與。再

者，中國當局擁有解釋《基本法》的最終權力（如在居港權案件和當前政治

改革的爭議上），更不用說其在香港的絕對軍事實力。《基本法》規定蘊含

的保守政治制度的設計，使原來殖民地政府的結構幾乎原封不動保留下來，

既阻撓民主化，亦不利培養積極參與的公民。礙於服從國家主權和民族主義

的制約，香港的非殖民化道路並沒有帶來充分的民主化。更糟的是新政府又

褫奪一些殖民統治晚期香港人才取得的人權和政治權利（見香港人權委員會

和人權觀察報告）。此外，公民權保障在香港回歸後也受到威脅，這情況可

見於幾項關於人權和公民自由的爭端。從居港權案件中可見香港終審法院屈

從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這使得司法獨立也被削弱了。種種跡象都

顯示民主倒退，法治和人權狀況的惡化，甚至有些人更擔憂「一國」壓倒

「兩制」，以及特區所能享有的自治程度。更重要的是，《基本法》內的保

守框架，不但限制普選，並且讓行政部門支配立法機關，加上一些政治上的

倒退作法，往往限制了公民政治權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前景。  

民生是本土政治議程上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多年來經濟轉型或相關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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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使許多人受苦；雖然香港正朝向世界城市前進，但社會不平等現象也更加

普遍和嚴重。收入差距非常顯著，許多低收入人士生活在赤貧中，當中許多

是老人、婦女、從中國大陸新來港定居者，或少數族群。邊緣工人是社會上

的弱勢群體，權利的保障被剝奪，他們一旦被困在貧窮的夾縫中便很難翻

身。許多人別無選擇，只能求助於社會保障制度，受到顯性和隱性的歧視和

污衊，並成為次等公民。社會權利成為許多領受社會福利者的負擔，但政府

政策卻沒有為弱勢群體提供足夠的支援，以協助他們獨立和自力更生，同時

又未能避免窮人和其他邊緣群體遭受社會排斥。反之，近年為減輕政府財政

負擔和提高使用公共資源效率和效能而推行的公營部門改革，更進一步打擊

社會公民權。公營部門改革的重點在推動市場化，講求成本效益，提高競爭

力，它反映了海外新右派的意識形態，這導致了政府削減福利開支和逃避社

會福利  （Chau & Wong, 2002）。最近公共部門和社會福利領域的改革採取

了私有化和市場化策略，便進一步削弱了公民社會和社區力量。有人更指責

裙帶資本主義政治（crony capitalist politics）導致人民基本生活和基層組織

權 利 的 惡 化 （ The People’s Address on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HKSAR, 

2002），於是他們提出爭取政治和社會權利，尤其在參與普選、最低工資和

最高工時的立法，以及反對削減社會福利等事項上。  

肆、公民社會的眾聲喧嘩⎯⎯誰的公民教育？ 

從上述香港公民資質及其教育所嵌入的全球、國家和本土情況可知，與

其說公民資質及公民教育是直接反映社會環境，倒不如說它是權力和意識形

態運作的結果。許多後殖民論者（Bhabha, 1990; 羅永生，1998）已提示我

們要注意多元性和權力於建構文化的作用，解構與批判任何堅實的身分或宏

大敘事，以揭露它所呈現的同質性和整體性的假象，並強調其矛盾、不一致

和不連貫的特點。因此，至關重要的是分析不同的代理人，無論他們是政府

還是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如何在霸權或反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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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態形成過程中，提出和述說他們自己版本的公民教育。由此觀之，公民

資質也是充滿爭議的，是多元論述的敘事和寫作過程。公民的不同成分，包

括法律地位、權利、義務、主觀認同和可欲的美德，無論是包納、爭議或反

抗的形式，都處於不斷重新建構的過程中。這種複雜多變狀况在享有高度的

自主性和能力的香港公民社會尤其突出。  

除了廣大的社會背景外，公民教育也是由政治舞台上的一些代理人做仲

介，他們擔當著發起者、規管者、提供者或傳送者的角色。不少民間社團往

往走在社會最前端，為社會上的弱勢社群鳴冤，也為公益、社會正義、開放

和進步等理念發聲，一些團體甚至鮮明地以教育公民為己任。此外，也有從

社會運動和政治行動來教育公民，這是覺醒和賦權的實踐。民間社團藉此發

揮重要的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作用，包括提供直接或間接的

公民教育。下文將採用葛蘭西式的觀點⎯⎯視公民教育之競逐為文化政治，

來闡明和分析公民社會中各類協作者或競爭者就公民教育所表述的多個論

述。  

回顧現代歷史，香港一直是殖民地或特區，從來不是獨立的民族國家或

民主政體。因此，其公民教育亦有異於主流的單一國家模式的公民的特色。

過去它有的是疏離、順從和非政治化（depoliticized）  的性質，疏遠年輕人

與其國族和本土政治，並培養他們成為殖民地的居民或子民，而不是民族國

家的公民（Lee, 1987）。自1980年以來，非殖民化進程和回歸中國，重新

引發香港對學校公民教育的興趣和關切，也導致各界或許多相關組織積極參

與，推廣公民教育。香港的經驗與許多走向獨立和建國的前英國殖民地均有

所不同，其獨一無二處是它被納入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又同時保

持高度自治和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50年不變。公民教育顯然是要配合這社會

政治的大變化，參與這文化改革和國族營造的過程。  

但這同時在該領域也掀起了爭端。香港公民社會的特點是各種志願團體

和民間組織，依各種不同目的、利益和意識形態而繁衍（Lui, Kuan, Chan & 

Chan, 2005）。這是過去英國殖民政府實行鬆散或軟威權統治策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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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來統治者謹慎處理對殖民統治的潛在威脅。在提防政治顛覆的前提下，公

民仍允許有某種高度自治的結社和組織權利。這些民間組織，在國家和人民

之間發揮了重要作用，包括在社會服務和社會福利領域中促進利益之集結或

表宣（articulation），並為大眾動員和政治參與創造空間。許多倡議和壓力

團體（advocacy and pressure groups），當中有基層和精英，常與社會運動

聯合起來，就共同的目的形成臨時聯盟。20世紀1980年代以來，以這樣的事

件為本的鬆散網絡所形成的泛民主派曾在許多場合出現，在爭取民主、維護

人權及民生的情況裏尤為突出（Wong, Yuen & Cheng, 1999）。  

香港是相對活躍的公民社會，當中存在各種非政府組織，而多元化的教

育體系更讓這些社團有相當大的空間，彼此競逐，從下而上的去爭議和創造

多種另類的公民資質概念和實踐（謝均才，2007）。民間團體在公民教育工

作上一向扮演執行和輔助的角色，尤其在辦學和舉辦青少年活動這兩環更深

為政府所倚重。除了官方項目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公民社會內部湧現眾多論

述。從1980年代中期開始，隨著香港社會愈益政治化以及統治當局的允許，

不同的社區組織參與推廣公民教育日益頻繁，公民教育項目和宣傳活動迅速

發展（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香港教育資料中心，無日期）。1994年教育署編

訂的《公民教育資源目錄》裡，便有多達27個非政府組織參與製作教材或出

版刊物；而1986/1987至2010/2011年間，公民教育委員會轄下公民教育活動

資助計畫所資助的團體亦多達近500個，舉辦了2,446項活動（民政事務局提

供之數據資料）。  

政治變革也導致了對公民教育目標、性質、內容和推行方法的激烈辯論

和 爭 議 ， 這 當 中 又 常 常 滲 入 非 常 不 同 的 政 治 和 意 識 形 態 立 場 （ Lee & 

Sweeting, 2001）。公民教育於是成為敵對勢力間的角力場，這情況也反映

在1995年和1996年間起草的第二份官方《學校公民教育指引》，最終並以混

雜化（eclecticism）做調和。  

在親北京陣營的壓力下，加上香港樂施會和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的遊

說，回歸前香港英國政府最終在1995年成立一工作小組，修訂教育署於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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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出版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公民教育指引不合時宜團體向教署提五

項建議〉，1994；〈人權教育更上一層樓特赦組織求列課程及撥資源〉，

1995；〈國際特赦組織批評香港人權教育落後公民教育指引過時〉，1995；

楊穎宇，1995；〈公民教育聯席〉，1995）。在起草新版本的指引時，為了

贏得廣泛的認同和得到社會各方的接受，工作小組特意吸納公民教育的不同

解釋和繞過有關公民教育的方向和優先次序的爭辯。因此，第二份指引反映

了 對 公 民 教 育 各 種 不 同 的 解 釋 ， 這 無 疑 又 是 一 政 治 妥 協 的 產 物 （ Leung, 

Chai, & Ng, 2000）。有趣的是，不同的持分者提出不同的公民資質概念，

最終使公民教育更為分散、多元、複雜和範圍不斷擴大，從而得出一個大雜

燴式的方案（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6）。這種求同存異、曖昧取向的最好

例證，可見於指引所列出的三大宗旨：  

 

1. 使學生認識個人作為公民，與家庭、鄰里社會、社區社會、

民族國家以至世界的關係，培養積極的態度和價值觀，從而對香港及

中國產生歸屬感，並為改善社會、國家及世界作出貢獻。  

2. 使學生認識本港社會的特色，及了解民主、自由、平等、人

權與法治精神的重要，並在生活中實踐出來。  

3. 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的素質及解決問題的技能，使他們能用

客觀的態度去分析社會及政治問題，並能作出合理的判斷。  

 

此外，該指引又列舉了19項普遍核心價值觀念和16項輔助價值，並提到

超過25項的態度、信念和能力。有了這樣的折衷而多樣的公民教育目標，集

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法治，以及對香港、中國與世界積極的態度和價

值觀念於一身。這樣集大成的概念框架融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於一體，把個

人和共同利益並舉，亦涉及從家庭到國際社會的多層次地域脈絡（Leung et 

al., 2000）。此外，該框架強調了以學生為本的手法來處理公民教育，重點

放在爭議性問題的教學，以及發展學生的批判思考和其他能力。在實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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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對公民教育目的和元素做曖昧和折衷式的處理，對許多不相容的政治意

識形態存而不論，亦留有很多餘地和自由給業者做解釋和裁量。最近幾年，

官方倡導實施校本課程，意味著學校在公民教育的作法會變得更加多樣化。  

伍、公民教育的文化政治 

隨著1996年指引的出版和其後的主權移交，公民教育爭論和對抗也暫時

擱置下來。雖然在後殖民時代，國民教育的論述基本上已淹沒或排斥其他競

替式公民教育的論述（Tse, 2007a, 2007b），但如隨後小節所述，各級內部

和跨級的張力仍然存在，沿各層面及在數個場合下出現了葛蘭西意義下的陣

地戰（war of position），爭奪文化領導權（Simon, 1982）。   

一、國家層面⎯⎯抗擊官方國族主義 

香港主權於1997年回歸中國後，國家認同的議題就成了迫切的課題，因

為主權的改變意味著政治成員身分的改變。現在，香港市民已獲取一個令他

們感到疏離的「中國國民」新身分，這是因為多年來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分治

和分途發展，導致香港獨特的社會經濟發展，並反過來孕育了本土文化以及

強烈的香港人身分（Choi, 1990; Lau & Kuan, 1988; Turner, 1995; Wong & 

Wan, 2004）。香港在政治上回歸中國，也因此需要在文化和心理方面的再

整合。過去，香港學生往往被批評為缺乏公民意識和不認識自己的民族和國

家。中國恢復行使主權後，青年人的模糊或糊塗的身分認同每每被視為非常

不健康；因此，需要透過國家民族教育或國民教育來加強他們對中國的國家

認同和歸屬感，並培養他們與中國人民疏遠多年的共同性和一體性。  

同時，混合反殖民的情緒，親北京陣營也因而要求更多的國家民族教育

或愛國教育，強調公民教育最重要的任務是幫助學生了解自己的國家、民族

和「一國兩制」的政策，以培養他們對中國的歸屬感和身為中國人的自豪

感。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16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十卷二期 

 

事實上，香港首任行政長官董建華先生便多番強調國民教育和愛國心，

以培養中國人的國民身分，並呼籲社會各界和組織共同努力，使青年人成為

負責任和具貢獻的個人。多年來官方已把一系列的教育措施和各種公民教育

和文化活動納入學校教育系統。官方的公民教育明確地把重點放在促進學生

對《基本法》和「一國兩制」原則的認識，以及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了解。

2002年起新的課程指引取代了1996年版本的公民教育指引，以便幫助香港的

兒童和青少年建立責任感、承擔精神、堅毅和國民身分認同等正面的價值觀

和態度（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1，2002a，2002b）。顯然官方主張的「良

好公民」是偏重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與傳統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相關的

美 德 ， 並 具 有 很 強 的 族 裔 文 化 民 族 主 義 色 彩 （ Morris & Morris, 2000a, 

2000b; Morris, Kan, & Morris, 2000）。  

此外，由於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不贊成香港進一步的民主化，故特意冷

落人權教育和民主教育。針對《基本法》第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立法，以及

董建華的領導無方而來的2003年7月1日大規模上街遊行抗議，令部分中國大

陸官員感到震驚，再次強調必須加強香港學校的愛國教育。他們認為除其他

因素外，香港人（尤其是年輕人）缺乏民族認同感正是造成這次激烈的反對

立 法 的 原 因。 他 們 責 難香 港 愛 國 教育 的 不 足 ，並 敦 促 要 予以 加 強 （ “Boost 

patriotic education SAR told,” 2003）。自那時起，香港特區政府便進一步推

出了一系列加強國民教育的校內和校外活動，旨在提高學生對祖國的歸屬

感，及培養他們對國旗和國歌的尊重態度，並鼓勵他們珍惜和遵守傳統的中

國文化，進而能致力貢獻國家。德育及公民教育正是當前課程改革的四個關

鍵任務之一，主張發展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是一個優先的價值觀。  

再者，中國奧運金牌選手和圓滿完成太空飛行任務的航天員也被用以帶

動國民教育。通過這些新榜樣，期望香港學生學習他們的堅毅精神和提高學

生的民族自豪感。親北京陣營倡導及支持的國家民族教育，配合許多宣傳、

教材提供、愛國儀式和與中國大陸的交流活動（策略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

題小組，2008）。惟1989年的六四天安門事件仍是討論上的禁忌（〈六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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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學 校 不 宜 再 討 論 〉 ， 1996；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新 聞 處 ， 2009年 5月 13

日；〈「六四事件」提案納課程指引，孫明揚：新高中老師與學生討論〉，

2009）。  

然而，民族主義的立場也引發不少批評（梁恩榮、劉傑輝，1997；Lee, 

1999; Lee & Sweeting, 2001），懷疑民族主義的可取性和警惕灌輸狹隘民族

主義的危險。中國大陸常以所謂的「思想政治教育」逕稱公民教育，它明確

地 向 學 生 宣 揚 特 定 的 思 想 意 識 形 態 ， 並 培 養 對 國 家 和 共 產 黨 領 導 的 效 忠

（Chen & Reid, 2002）。鼓吹國民教育不免引起「內部殖民主義」（ internal 

colonialism）或「再殖民化」（ recolonisation）的關注，擔心會壓制本土的

身分和主權交接後出現危害個人自由和權利的情況。有些人力拒中國政府單

方面壟斷對愛國的解釋，認為它壓制人民表達對自己的民族或國家的真實且

多樣的感情（Wu, 2004）。其他相關的擔憂還包括國民教育僭越公民教育中

民 主 和 人 權 的 其 他 重 要 面 向 （ Lee, 1997; “National pride-with HK 

characteristics (Editional),” 2003）。因此，他們轉而尋求不同於這一愛國主

義主導論述的替代品。  

有些人還警告要避免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應該建立某種形式的公民民族

主義（civic nationalism）（梁恩榮、鄭鈺鈿，1998）。此外，強調愛國也會

與當前的教育及課程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即滿足學生的個別需要及培養學

生的批判思考與分析技能（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1，2002a，2002b）。顯

然，當國民身分認同被固定為最終目的時，將剝奪學生個人身分的判斷和選

擇，而批判思考也將變成空談或毫無意義。  

因此，針對親北京陣營的其他教育團體，轉而強調人權和民主的價 值

觀，以及香港的獨特身分，一方面對官方愛國主義表示顧慮與抵制，另一方

面增加批判國事的元素。雖然民主陣營也會贊同愛國或國民教育，但其理解

的方式卻大異於北京政府的官方路線（張銳輝，2003）。因此，香港教育專

業人員協會（香港最大的教師工會）和香港市民支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聯合

會（該組織成立於1989年5月21日，香港百萬人大遊行支持北京學運時，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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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支聯會」）等發起另類愛國教育，重點放在建立民主的中國（李紹宏，

2006） 。 通 常 以 關 注 和 介 紹 當 前 中 國 大 陸 民 主 和 人 權 發 展 的 局 勢 為 主 題

（〈教協製六四光碟浱中學〉，2009）；例如，支聯會為回應官方片面化的

國民教育，2008年舉行「我的中國夢⎯⎯平反六四」祝願集會，以中共建政

以來的鳴放、反右、文化大革命、四五天安門、北京之春、八六學潮、八九

民運等多次政治事件為主題，同時回顧了香港市民爭取平反六四的歷程。教

協（2009）也趁六四事件20周年時刻，製作《六四是怎樣一回事?》的光碟

及小冊子，派發給全港各中學。  

有些組織還以六四事件和香港的愛國論辯論為題來設計民主中國的國民

教育教材，當中強調多重的公民資質以及公民身分的政治層面，並採用批判

的教學法，以鼓勵學生成為批判的愛國者（critical patriots）。例如，公民

教育聯席（Alliance  for  Civic  Education，它由一群關心公民教育的民間

團體、老師及個人於2004年組成，工作重點為關注公民教育政策，亦為學校

提供具社會公義意識的教材及體驗學習活動）2004年至2009年間製作了多個

富批判意識的國民教育中學教材套，當中便包括探索國旗上五星的意義，又

讓學生重新設計國旗；另又討論燒國旗、結束一黨專政等行為是否不愛國。

此外，有別於主導地位的論述所經常強調的，中國非凡經濟表現和經濟增長

的正面影響，這些組織反而著眼收入不平等、中國的人權狀況和環境退化等

嚴峻社會問題（公民教育聯席，無日期）。  

對抗官方國民教育並不僅限於上述對「愛國」的不同詮釋，更多的挑戰

來自以下兩節所談到的全球和本土兩個層面。  

二、全球層面⎯⎯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在全球各地相互依存和國際交流日益頻繁的全球化背景下，傳統以國家

為本位的公民教育，無疑受到很大的挑戰。日益全球化要求學校教育培養生

活在地球村所必需的基本能力和價值觀，例如尊重其他國家文化和歷史的態

度、進一步了解國際社會，以及解決全球性的環境和經濟問題。許多國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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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也因應上述趨勢而在課程上強調發展有關的內容。香港不斷受外界影

響，回應的作法是：首先通過其與國際組織的聯繫，其次是納入世界性準

則，最終則引進跨國的課程改革。這都可見於頻繁的國際學術交流和模仿海

外的政策（Rauner, 1998, 1999）。因此，為了緊貼世界各地近年來發展全球

公民教育的趨勢，香港的公民教育項目也逐漸納入諸如環境保護、性別平

等、多元文化、人權、了解全球事務，以及地區和世界公民等課題（李榮

安、古人伏 ，2004; Lee, 2008）。1989年北京民 運後，香港 在1991年訂立

《人權法》。隨後香港政府（特別是民政事務處）曾進行頗多有關人權教育

的工作，推廣人權意識。香港政府也需要就香港的人權狀況向聯合國的人權

委員會或相關小組提交報告，並在人權教育方面有所交代。  

同時，一些本土基督教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也相繼發聲，支持全球資

本主義下的受害者；他們呼籲社會正義和平等議題，關心由於經濟全球化導

致的嚴重社會不公。類似但更具系統性的全球公民教育也來自非政府組織，

如香港樂施會（Oxfam Hong Kong）。它是總部設在香港的一個獨立發展的

人道援助機構，也是國際樂施會成員之一。除了救濟項目，教育公眾也是該

會的一項重要工作（Oxfam,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在其角度來

看，由於世界日益全球化，知情的社會必須促進集體責任感，以消除不公正

和不平等。它主張以有良知的全球「公平貿易」運動，來替代「自由貿易」

和致力消除貧窮，以及與貧窮有關的不公平現象。該會促請香港政府和人民

致力解決發展中國家和香港本身的貧窮問題。  

香港樂施會又把「發展教育」和全球公民的課程模式從英國移植到 香

港，其主要內容包括社會正義、平等、多樣性、永續發展、和平、批判思考

和賦權。據該會網站（樂施會，2006）所稱：   

 

在廿一世紀，我們面對一個愈發互相依存的世界。我們的教育，

亦須回應時代的需要，致力培養具備以下素質的世界公民：  

‧明白自己是世界的一份子，了解個人的基本權利，以及自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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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其他人應負上的責任。   

‧重視公義、友愛、平等等價值，以開放的態度認識不同文化、

性別、階層和種族，並以尊重及和平的手法處理彼此的差異與紛爭。   

‧著重自省，並能批判地認識身邊的事物。   

‧關注世界上的貧窮和不公義的情況，並願意作出行動，締造一

個更公義、更和平，且能持續發展的世界。   

‧世界公民教育以互動的學習過程，鼓勵青年人積極參與，從而

培養積極參與社會的情操，發掘自己可改變社會的潛能。  

 

此外，香港樂施會設想的世界公民教育不只重視知識與涵蓋感情，更重

要的是籲求行動。當中的知識欲認識全球發展與本土的關係，了解貧窮與不

公義的成因，以及認識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價值則是指設身處地感受貧窮

與不公義的情況，反省個人與世界的關係，並且思索個人對世界的影響與責

任。行動方面則是要身體力行，願意行動，努力建設更公平，且可持續發展

的世界。  

顯然這一負責任的全球公民概念，是與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所贊同 的

「有競爭力個人」（enterprising individual）的模式有顯著不同。香港樂施

會提供資源，並與教育和青年工作者合作，目的是促進青年和公眾對貧困問

題和可持續發展的理解，並鼓勵他們採取行動來改變世界的不平等。該會支

援 香 港 和 內 地 的 許 多 發 展 教 育 （ development education） 活 動 （ 周 永 恆 ，

1996；Law, 2006）。本地方面，它有助於建立一個共同關注本土和全球發

展問題團體的社群，以及支持以學校或社區為基礎的反思或行動的活動。  

世界公民的另一重要主題便是人權概念。1997年以前，殖民政府刻意淡

化政治事務和公民教育，因而導致一般公眾的政治冷漠和對人權缺乏認識

（Chan, 2007; Fok, 2001）。儘管英國簽署了兩個國際人權公約，可是遲至

1991年才在香港訂立《人權法》。歷年來少數人的權利（例如老人、單親父

母、無家可歸者、新移民、同性戀者等）很少得到公眾的關注。學校幾乎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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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規的人權教育，學校的課程只涵蓋很少的相關議題，或只有浮光掠影式

的處理。隨著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的步伐加快和主權交接的迫近，愈來愈多人

開始關注社會和政治事務。1989年天安門事件震驚了香港市民，並引發他們

關注中國的人權狀況，呼籲保障1997年後的香港人權。然而，強調個體的人

權思想往往是威權政府的忌諱。1997年後特區政府既無誠意推動，投入的資

源又不足，只是象徵式地向聯合國交差，實質上邊緣化了人權教育（〈人權

教育小組去年底解散〉，2008；〈民陣質疑特首未捍衛人權〉，2008；李八

方，2008；莊耀洸，2008；Alliance of Civic Education, 2005）。  

在眾多保障人權和促進人權意識的民間組織中，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

員會（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和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Amnesty International Hong Kong）是佼佼者（Lee 

& Yuen, 2003）。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無日期）的主要工作包括：

一、分析社會政策、參與社會行動，反對不公義的政策，為社會上弱小社群

爭取基本權利；推廣民主意識，爭取政制發展民主化。二、倡議人權，提高

人權意識，關注本地及海外人權狀況。三、在教會內提高關心社會意識等

等。該會也到中學推廣人權，並製作人權課程和教材、出版刊物、舉辦展

覽，當中內容包括基本人權、反對歧視、要求性別平等和言論及表達自由，

這些更被用於一些天主教中學的道德和宗教課上。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

會及香港明愛青少年及社區服務曾於2005年合辦「公民領域不羈羊」公民教

育訓練課程，內容包括批判思維、全球化與公義、反全球化運動、社會運

動、多元文化等，目的在於培養青年人的批判思維，擺脫羊群效應，以課堂

學習及實踐，協助參加者檢視並建構堅定的公義和平信念，成為公民社會的

楝樑。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關注侵犯人權的行為，同時促請結束侵犯人權活

動。該組織更否定部分亞洲國家政府所提倡，一套否定人權的普世價值觀，

即所謂「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對國際特赦組織（AIHK, 2003a, 

2003b）而言，人權教育的努力目標是要使人們認識國際人權標準和實踐這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22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十卷二期 

 

些標準，有關標準特別參照世界人權宣言。人權教育還包括發展批判思考、

溝通、解難和談判技能等，這都是有效人權活動及參與決策過程所不可或缺

的。  

這兩個非政府組織以互補的方式推動人權教育，有時還與其他非政府組

織合作。就試圖塑造公民教育的政策而言，它們在1996年便合力起草新的公

民教育指引，爭取在所有中學設立獨立的公民教育科，以及提供人權教育問

題的教材和教師專業培訓。  

2005年12月，反全球化運動在香港主辦世界貿易組織第六次部長級會議

時 達 到 高 潮 （ 〈 港 府 花 400 萬 宣 傳 ， 成 交 低 ； 被 抨 硬 銷 ， 只 記 得 鼓 油 雞

翼〉，2005）。民間監察世貿聯盟（Hong Kong People’s Alliance on WTO）

是一個代表外地勞工、學生、婦女、宗教、人權的31個本地和區域的非政府

組織（包括工會，社區勞動團體和組織）的網絡，把握這一機會去思考今天

的國際貿易和全球化對香港和其他國家（特別是南方地區）的影響及其性

質。民間監察世貿聯盟為了非議世貿組織進一步的貿易和投資自由化的企

圖，組織了三次遊行，發聲反對世貿組織，試圖提高民眾察覺全球經濟力量

不公正分配的意識。它還動員公眾參與全球正義運動，製作和發放教材及其

他資料。顯然公民教育也因此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一部分，而且以「放眼全

球，立足本地」的精神在本土層面發動抗爭。  

三、本地層面⎯⎯本土公民運動的追尋 

香港回歸中國前後，公民教育，特別是有關民族主義的問題成為最顯眼

的議題之一。由於歷史教學、公民資質和身分認同形成或明或暗的關聯，有

關1997年後世界歷史和中國歷史科目中相關政治內容的修改建議、教科書的

修訂，以及於歷史課程引入香港史教學等，都成為公眾的關注點和分歧點。

從那些倡導國民教育的姿態和試圖維護本地的身分，可以看到國族化和在地

化過程的互相角力。由此觀之，在香港的歷史課程中納入香港史的教學，不

免會引起理解和詮釋中港關係的較量，並反映了香港與中國內地觀點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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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穎宇，2004；Siu, 1996; Vickers, 2002; Vickers, Kan, & Morris, 2003）。  

多年來，香港文化一直處於中華文化的邊緣。由於香港位於中國、日本

和西方文化的周邊，故也展現混雜的特點，形成與正統中華文化的鮮明對

照。因此，以民族主義的觀點來解釋香港當地的歷史，並把香港史納入中國

歷史，意味著以北京為中心的中國文化觀，將支配以香港為中心的本土文化

觀（Mathews, 1997）。有別於民族主義主張國家完整和統一的觀點，殖民

觀點會頌揚英國為香港奇蹟般的轉變所做的貢獻，而後殖民觀點則主張獨特

的本土身分和香港歷史，並批評持續隱藏著的內部殖民主義統治形式。這些

分歧也充分見於香港史教學的建議，對本土身分提出變動和矛盾的建構。  

在當前的政治氣候與親北京陣營的主導下，公民教育轉向注重國民 教

育，民主和人權教育的聲音則逐漸被官方論述邊緣化。然而，一些個人和非

政府組織，雖然人數不多、力量薄弱，又處於邊緣位置，則仍努力不懈地捍

衛民主、人權、法治，以及全球公民的公民教育。  

除 了 前 述 的 幾 個 組 織 外 ， 香 港 基 督 徒 學 會 （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也值得留意。它是一個基督教組織，積極參與建設社會，與普羅

大眾站在一起，為弱勢社群出力，攜手共同建立一個更公義、民主並尊重人

權的社會。它以人權、自由、民主、社會正義和法治等基督教價值觀做為普

世標準，致力批判香港各種問題。為了促進向參與式政治文化過渡以及加快

民主化的進程，早在1994年，該學會部分成員便從英國引進行動導向的「政

治 啓 悟 」 （ political literacy ） 模 式 （ 梁 恩 榮 、 劉 傑 輝 ， 1997 ； Crick ＆  

Porter, 1978）。該模式表明公民教育應該是以議題為本的。它從廣義的政治

概念出發，提倡理性的程序價值，結合知識、技能、態度和價值觀念，包括

智力、溝通和行動的技能與同等程度的政治知識。  

多年來香港基督徒學會已出版了一系列的小冊子、通訊和學校教材。該

學會對近年官方將「公民教育」改為「德育及公民教育」提出非議，以及結

合性教育、健康和家庭問題的倡議。官方加強國民教育，取代了人權、政

治、民主和社會正義等政治概念。為了要重新訂定公民教育的緩急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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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2004）認為：  

 

我們需要的公民教育，是可以使公民富有同情心，願意積極和勇

敢地參與公民社會。我們需要的是批判的愛國者，他們願意為國家社

會做出積極的貢獻，但不盲目愛中國。我們還需要有全球視野的公

民，能夠真心關注，並願意為全球社會貢獻。總之，我們需要的是有

多重身分的批判公民，他們富有同情心，能透過參加不同層次的正規

機構和公民社會，去積極貢獻地方、國家和全球社區。（原文為英

文，此為筆者之譯文）   

 

上述觀點清楚地表明，香港基督徒學會試圖注入多重身分認同、批判和

公民社會等名詞，以便從占主導地位的民族主義論述中拯救民主教育。同

時，該會又與其他組織合作，探討以公民教育發展公民社會的可能性，以及

回應並監督政府在民主發展、民生和人權議題上的舉動。從2001年啟動，結

合服務和社會正義的「青少年公民社會教育計畫」即是其創舉（香港基督徒

學會，2002）。這個為期3年的計畫以高中學生為主體，配合切身的地區主

題，連結中學、相關之民間組織及高等教育機構，以Heater（1999）立體的

公民資質（cube of citizenship）為理論架構，來培育具多重身分認同，能獨

立、批判反思、積極參與的「自主性公民」（autonomous citizen）。該計畫

透過開發教育資源、營會、深度合作計畫、論壇及海外交流等活動，協助青

少年回應社會議題，建設一個更強而有力的公民社會。此外，更希望藉這計

畫推進社區參與及民主發展。  

為此，學會舉行了以貧窮為主題的探索營和工作坊，和學生討論人的尊

嚴、寬容、資源分配、參與和團結等議題。在一些地區進行公民教育活動，

又和環保組織合力，組織學生關注政府使用焚化爐處理垃圾之議題，以達到

從服務中學習，更從慈善事業達到滿足社會正義的目標（Leung, 2003）。

為使社會問題的學習更加政治化，香港基督徒學會把服務融入社會政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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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行動之中。例如將訪問老人院轉變為討論對長者的結構性社會排斥；清潔

海灘活動擴展為了解該地區的環境問題；而常規賣旗日也改為審視非政府組

織在社會發展和社會福利問題中的作用。該會又聯合其他個人和團體，在

2002年下半年組成公民教育關注組，帶領講習班，與高中學生討論《基 本

法》第23條立法，並出版了相關教材。隨後又通過公民教育聯席舉辦新項

目，重點放在中學的新綜合人文科（ Integrated Humanities）和通識教育科

（Liberal Studies）。香港基督徒學會試圖為教師建立強大的網絡，提供另

類的教學經驗，以備積極參與社會運動。  

香港人權委員會（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和香港人

權監察（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  也是以社區為基礎的組

織，透過監督和立法來促進香港的人權保障（Chan, 2004, 2007）。為了響

應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於 1999年 初 發 表 的 教 育 目 標 諮 詢 文 件 ， 香 港 人 權 監 察

（1999年）視教育為基本人權，又非議該文件的使命和願景所含蘊的企業統

治，以及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的基本價值。反之，它敦促締造一學習環境，

以鼓勵和獎勵批判思考，並促進每個學生的個人尊嚴和自主意識，以成為符

合自由民主體制下所需要的負責任公民。此外，針對官方論述，它重申：  

  

應更著重培養學生的自主意識和批判思考的信心，嘗試向學生灌

輸他們做為香港特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職責感，絕不能凌駕逐

步培養他們認識到他們做為個人的權利和義務的需要。的確，學生需

要學習的眾多最根本的權利之一，就是他們質疑及批評當局的權利。

（原文為英文，此為筆者之譯文）  

 

我們再一次看到如何以替代詞彙來闡述有關「公民教育」的涵義，這也

是主張挑戰現狀的基進公民（radical citizen）版本。舉例來說，針對國家安

全立法問題，它在2002年便製作了關於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或譯

作公民不服從）的初中教材。2003年，由「民間人權陣線」（Civil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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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Front）帶頭，合力主辦關於《基本法》第23條的人權教育計畫。  

自1998年起，教協、支聯會、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香港人權監察和

香港基督徒學會等多個團體，每年均合辦國際人權日。近幾年，政府在中學

引進諸如綜合人文學和通識等新科目，新高中的「其他學習經歷」（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中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範疇，在在都為公民

教育造就了更多的機會，並促進學校和一些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這些非

政府組織試圖以支援教師和通過課程發展、體驗式學習和工作坊等方式來提

高 學 生 的 社 會 意 識 。 另 外 ， 民 間 又 於 2005 年 成 立 香 港 公 民 教 育 基 金 會

（Hong Kong Civic Education Foundation），目的是透過不同的渠道與方式

推廣公民教育，並推動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促進香港市民承擔公民責任。

自2007年透過音樂會，傳播以香港為家、繼續追求自由、一同參與並建設香

港，建立民主自由的公民社會等重要訊息（“Free concert a 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 2007, “Young and old sing out their hopes at democracy 

concert,” 2007）。  

長久以來，香港政府的發展策略以經濟發展為主，九七年後又加入打造

香港成為國際都會的願景。為求擴建道路和興建商廈等設施，政府不斷填海

及推行各項巿區重建計畫。然而，近年不少巿民不再相信發展凌駕一切的價

值觀，反倒日益關注生活質素、文物保育、集體回憶、城巿空間及社區發展

等議題。其中，1996年至2004年間反填海和保護維多利亞港行動、2006年和

2007年間保衛中環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的運動、2009年和2010年反對興建高

鐵運動，都是較具代表性的事件。本土保育的論爭和衝突也一再成為社會焦

點。一些大學師生、藝術家及社會行動參與者也以藝術行動形式表達訴求，

引起社會關注和社會行動（“Students join the struggle to keep pier afloat”, 

2006）。這些爭議因為涉及人文歷史、市民身分認同、協調社會發展與古蹟

保存之間的矛盾等課題，也被轉化為公民教育的素材（〈應善用皇后碼頭爭

議促公民教育〉，2007；甄拔濤，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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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未完的鬥爭：新社會運動對抗國家暨新自由主

義的霸權 

從空間和文化政治的角度，並以香港公民教育論述的動態形成做為一個

研究案例，本文表明在多層背景下，再加上各種力量，不同行動者就公民資

質和身分的涵義有激烈的爭議（contestations）和談判。全球化、國族化和

本土化的三個進程，做為多面向的現象，在各地各級的互動下，帶來疊合、

牴觸，以及不確定的結果。公民資質的呈現也會因不同勢力的代理人而不

同，出現多元化和混雜化。  

和大社會環境相似，香港的公民教育糾纏在衝突的論述之間：可能是道

德上的好人、民主的活動分子、忠誠的同胞，也可能是世界公民。香港的公

民教育也糾纏在中西之間、道德和政治之間，以及本地、國家和國際之間。

雖然官方的公民教育計畫是傾向藉由國民教育培養順從的愛國者，惟一個多

元化和充滿活力的公民社會卻可以產生多種論述和實踐，讓它們混和及交互

滋生，以互補或競爭的方式，與官方計畫並行。  

在公民社會裡，一些知名的國際機構和基督教組織，都在另類公民教育

的實踐和新社會運動上發揮特殊作用（Wong, Yuen, & Cheng, 1999）。民主

陣營通常以特定事件形成的臨時聯盟，來與香港政府和親北京陣營角力。由

此來看，泛民主派發起的公民教育可被視為代表公民社會，就人權和民主的

賦權鬥爭，來抗衡政府和親北京陣營的馴化力量，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的暴

虐。鬥爭的型態非常依賴不同勢力的動態和平衡。在全球化、國族化和在地

化作用的交織下，出現多元化的公民資質論述便不足為奇。這些論述的特點

是比較模糊、靈活、複雜、不確定、自相矛盾，不同的內容以兼收並蓄的方

式重疊和混雜在一起。因此，對陣兩邊一方將重點放在華人身分、儒家傳

統、家長式作風、愛國心和國際競爭力；另一方則把重點放在批判思考、本

土、人文、反資本主義、人權、民主、社會正義和基督教的信仰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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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理論上的討論，以往的文獻往往將本土化直接等同於國家化，並與

全球化對立。這種粗糙的二分法並不適用於香港。複雜的香港情境點出多個

場合，至少包括本地、國家和全球力量在塑造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當然，這

些場合還可進一步細分。此外，即使在同一層地方單位，不同代理人對有關

理想的公民資質也有不同的、甚至是對立的理解。無論接受或挑戰官方霸

權，公民社會的各方都可以利用既有機會，倡導其偏好的「好公民」版本。

有些團體會擁戴占主導地位的論述，有些團體會直接拒絕它，而另一些團體

則會以其他概念，微妙地取代或削弱它。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非政府組織取

巧地利用官方論述的間隙和矛盾，根據普世規範或基督教價值觀來補充替代

的內容。本文還突顯出非政府組織在建構公民教育的另類論述和作法。在香

港這樣的背景下，本地或來自外地的很多民間團體國際支部均積極投入公民

教育，這些團體既有本地的、國家的，也有國際的議題。它們的不同取向發

展出高度多樣化的公民觀和豐富的公民元素，補充或挑戰了建制之不足。眾

多非政府組織的公民教育工作，形成與官方平衡並立的論述和實踐，當中既

有附和，亦有補足，更有分庭抗禮，形成豐富駁雜的多面圖像，並反過來牽

引和拉扯著社會上的公民運動。公民社會在迅速變化的政治情境下所具有的

顯著作用，將是今後重要的研究課題。  

最後，就香港經驗對公民教育議題與實踐的啟示來看，迄今不少公民教

育的研究，仍然是針對官方課程來做分析，相對地忽視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和

潛能。事實上，泛民主派的非政府組織有揭露官方霸權盲點和打破官方壟斷

公民教育之功，並豐富公民資質的論述和實踐。然而，這相當依賴它們能否

在論述和組織上構連成功。一要能說服他人接受其陳述的理想公民資質版

本，二則能把不同的社會群體連結成策略聯盟，抗衡官方霸權。同時，在全

球化、國族化和本土化三重互動過程的激盪下，官方霸權也不可能是鐵板一

塊，複雜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現象，常會產生互補或相互矛盾的不確

定結果。如何審時度勢、把握機會，並打好陣地戰，非政府組織領導人的見

識和策略便十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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