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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

内容概要

《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是羅永生於2009年的著作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的中譯版。本書探討九七年香港主權交接之後的一些重要歷史時刻，與香港殖民權
力的特質之間的關係，亦延伸至這種殖民權力對香港命運的影響。
本書同時論及殖民權力的無所不在和香港華人的身分爭議，它既不想止步於刻劃香港文化的混雜特色
，也不停留於記述已由一些香港史家點出過的某些華洋合謀史實。與此相反，本書打算處理香港的中
華性和殖民歷史如何互相交錯，以便推翻殘留在後殖民文化研究當中的觀念二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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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羅永生，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殖民家國外》、《殖民無間道》、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編著《誰的城市》、《學科．知識．權力》、
《社會科學的措辭》及《解殖與民族主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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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带朋友逛学校，在鄙校书店读了鄙校黑历史一章 ，顺延到当下的副校长事件，真是革命远未成功
啊@.@
2、非常不错的研究，无论是结构还是理论都很有启发；但是方言一章讨论有错误，而且全书虽然标
榜客观，但政治立场仍然含沙射影不断凸显，香港的优越感也有不少，让人看着很不舒服。全书最终
打开了在地的讨论空间，这个论述逻辑却决定了最后没有可能圆回来（或许这需要一点想象力），无
法面对那个深渊：香港到底意味着什么？什么是香港？
3、以今日本土立场重构香港的殖民权力脉络。把村民等同于原住民而非华人，我也只能摊手⋯⋯
4、偷懒看了中文版还是看得很吃力，在德勒兹的生成论的框架中，揭示出殖民者（Lugard、金文泰）
等人的教育哲学与在地华人何启、刘兆佳等人的身份建构勾结共谋而生成多元的殖民权力空间，把汪
晖的民族主义叙述和周蕾的后殖民主义叙述都否定掉了，算是本土主义者的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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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有一種姑且稱之為「庸俗文化研究」（vulgar cultural studies）的思考方法是這樣的：相信徹底的相
對主義，拒絕接受任何本質性的說法。要批評這種思維其實十分容易，只要一句「虛無」就足夠了，
不用太多論證。但我要批評的倒不是這種「庸俗文化研究」，而是把一切「文化研究」拒斥為庸俗、
不接地氣的刻版印象。文化研究從沒說過要拒絕本質，它通常會說，要把任何本質之說問題化
（problematize），即是將我們都習以為常且覺得無可爭議的「答案」，重新放回問題欄上。尤其是對
於一些看似簡單、實際上內容含量很高的概念，比如說「國族主義」、「本土意識」或「解殖」這些
已聽得膩了的說法，文化研究特別感興趣。跟國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共謀在新近出版的《勾結共謀的殖
民權力》一書裏，作者羅永生就清楚示範了文化研究是如何把「殖民主義」這一概念問題化。香港的
殖民故事有兩個最為常見的樣版，一是把香港描述為一個資本主義的成功範例，二是將香港視作一段
喪權辱國的中國歷史。但羅永生卻認為，僅僅指出這些故事食古不化是不夠的，他堅持，必須回到香
港歷史脈絡，分析殖民權力在不同語境中的具體運作邏輯，方能看到更整全的香港殖民故事。一些社
會學研究會說，英國對香港殖民管治並非從上而下，而是透過跟華人精英的合作而完成「間接統治」
的殖民模式。羅永生則指出，華人精英卻不是一面倒向殖民者靠攏，而是在按中國時局發展而進行自
我調節，他們一方面認同英殖民者的現代管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希望借香港的地緣優勢左右中國政治
變革的方向。然而，能把他們對中國政局的承擔簡單地看成是一種愛國主義是不恰當的，這是因為，
僅僅是一項國族想像，當中已牽涉到大量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的角力和調和。例如何啟，他既熱中於
推動中國政治改革，也曾在經濟上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但他卻一直認同自己是英國人；又例如一
群在二三十年代南來香港的華人知識分子，他們大規範從華北輸入了自民國以後才逐漸形成的現代國
族主義，因而壓抑了香港華人社區中的華南地方主義；至於在冷戰時期滯留香港的新儒家知識分子，
亦借香港在全球冷戰格局中的特殊戰略位置，發展出一套離散國族主義的海外華人想像。因此，羅永
生所闡述的「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既包含了政治權力機關的實質操作，也帶有意識形態建構和話
語權爭奪成分，兩者共同構成香港殖民邏輯的複雜面貌。原英文版中的「collaborativecolonialism」過
去被譯作「勾結式殖民主義」，我便曾經指出，中文裏的「勾結」一詞比較接近「背叛」和「出賣」
之意，大有國族中心主義的論調，但在羅永生的用法裏， 「collaboration」一詞卻是強調香港華人怎樣
透過跟殖民上層建築和持續演化的中國國族想像產生互動，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港式文化身分認同。
可見他本來就要是質疑本質化的國家身分想象，把「collaboration」譯作「勾結」，不算準確。如今中
譯本中輔加了「共謀」一語，雖未能完全消除中心論的餘韻，但亦足表達「互動」這重意思。將香港
主體也問題化香港文化研究誕生於對後殖民理論的商榷和改造上。「邊緣」、「混雜」和「夾縫」一
度是香港文化身分的關鍵詞，這套思路主要挪用了某些經典後殖民理論的說法，將香港塑造成一種既
非中國、亦非英國的第三種身分。那沒錯是超越了舊有的香港故事樣版，但卻仍需製造「國家」與「
殖民者」這兩個本質化的他者，再藉否定他者來定義自己。羅永生則暫時懸擱了純粹的理論思辯，試
圖以各種香港殖民史實，論證這種將「中華性」和「殖民性」這兩個他者本質化的話語建構方式，在
香港殖民史上反而不是常態。而所謂香港的「居間性」（in-between-ness），委實不是被動地擠在「夾
縫」裏而無法逃脫，而是游刃於「中華性」和「殖民性」之間左穿右插，編織成變動不居的文化身分
網絡。如此說來，羅永生把香港的主體性也問題化了。在字裏行間，他似乎甚至要指出，香港一直無
法建立更臻成熟的主體性，也正是根源於這種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關係。例如二十世紀初的香港華人
資產階級，始終熱中於調合被殖民者和中華國族主義的雙重身分，而錯過了在國民初年現代國族主義
尚未統合前的時機，建立一套獨立於國族想像的香港身分；至於1970 年代的激進學潮亦沒有讓年輕的
香港知識分子擺脫「花果飄零」的離散國族想像而轉向追尋香港的主體身分，最終演化成日後影響深
遠的回歸論述。抽讀後過渡期的殖民歷史此書初稿寫成於2002 年， 敘述亦以1997 年為限。全書以香港
歷史為經，殖民權力邏輯為緯，但愈接近當下，羅永生的分析卻愈有抽讀略讀之嫌。全書共分三部，
第一部「勾結共謀與各式機構」集中討論十九世紀華人精英與殖民機構的互動，第二部「香港的居間
性」闡釋二十世紀初中葉華人知識分子如何因應時勢改造「中華性」的意涵。此兩部大體上都能對特
定歷史時空中的殖民形態進行概述。但到了第三部「揮之不去的殖民主義」，羅永生似乎更關注個別
知識分子群體的文化身分想像，例如他分析1970 年代《盤古》雜誌的回歸論述，又批評劉兆佳的「功
利家庭主義」是殖民主義轉化等，卻未有把討論放回全盤歷史語境中。而抽讀情况更為嚴重的則在最
後一章裏出現。羅永生重提1996 年一場他有份參與的文化研究論爭：北進想像，據他所說，他是要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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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呈現在「九七政治」的窒息氣氛中的一道異見清泉，哪怕這些論述對政局毫無影響。但除此以外，
他卻對在整段過渡期裏，對香港社會造成更大干擾的一些政治論述，例如議會政治中的民主回歸論述
、六四事件對香港國族想像的改寫等，竟然全部略過。相對於前兩部分豐碩嚴密的歷史敘述，此段的
粗疏實在叫人意外。事後看來，北進想像可說是香港後殖民論述的最後一幕戲。羅永生大談已幾被人
遺忘，卻身涉其中的北進想像話語，隱然有立此存照之意，也大有為後殖民理論扎根香港文化研究領
域，寫下結案式註腳。至於為何略過六四話語不談，大概他覺得，相對於北進想像，六四話語不過是
一種空洞國族主義的變奏而已。可是， 僅以一場文化研究領域內部的小風波，來代表整段後過渡期的
香港文化身分形態，顯然並非一個客觀研究者的作派，而是滲雜了羅永生對香港主體性建構的個人想
像，甚至包括他立足於公共理性的批判性文化宏圖。（《明報》2015-7-5）
2、﹣曾經買過此書的英文版，當年讀到香港大學的那一章就不知怎的丟失了此書。後來三番四次想
買回英版但都沒有下決心，想不到卻等到中文版的出版。﹣羅永生差不多是香港學者中對殖民權力與
相關歴史最為重視的一個，他寫的香港歴史，後殖民處境等，都是關注香港此議題的朋友不能繞過的
論述。﹣第I部份的幾章都十分精彩。從香港殖民地剛開始（甚至未開始）就開始論述香港的中華性。
關於旦家、苦力等作為香港第一代華人精英的說法，之前也有看過；令我‘驚訝’的是我最近才發現
的區域貿易與中國沿海的關係，原來在國外的歴史研究中已是八十年代的事情，而香港學者如許寶強
便早於90年代尾便有論及海盜、苦力、海外貿易與香港的議題。只好怪自己水平太差，不過換另一個
角度，自己學回來的東西，卻是更加深刻了。﹣過往受‘愛國主義’教育影響，總會想像殖民者與殖
民政策就是那麼一成不變。讀這書才注意到，比如在談及英語教育一章，原來殖民政策也是隨著時代
的發展在改變，這也牽涉到英國本身、歐陸思想乃至殖民主義的演變等。﹣關於香港的第II部份‘香
港的居間性’，與我最大關係的或者是談及60、70年代身份認同的演變，冷戰格局下的文化計劃，新
儒家／新亞書院等到現在還是影響著我自己。這幾章對此的拆解是十分的深刻。﹣關於劉兆佳的討論
，是十分深刻又有趣的。此人乃至此等學者到今天仍受重用，重重的影響著大陸政府與特區政府的政
策，正是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的最佳像徵。﹣最後論及香港文化研究計劃的一系列探討，那套書對我
自己影響也是十分深遠。當中的論述在當時或者還不夠成熟，但當中的問題意識已是十分超前。﹣喜
歡作者把香港放回歴史脈絡、地緣政治的做法，認真審視香港的狀況。這也是對現在有點情緒化的社
會謾罵很重要的提醒吧。

Page 6



《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