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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作為浮動能指： 

獅子山符號在主權移交時期的意義流轉 

壹. 引言 

獅子山是香港政治、文化場域的關鍵字。獅子山和其衍生的獅子山

精神往往被視為代表香港本土文化論述的重要部份，不同媒體、政治團體

不約而同地利用獅子山(作為一個符號)來代表香港，但是它們想像中的獅

子山實際上指涉不同概念，因不同陣營將獅子山接合其政治議程，甚至一

系列概念是相互排斥。本文視獅子山為一個流動能指，並回答以下問題：

1. 主權移交時期後的不同政治團體如何利用論述形構 (discursive formation)

和接合(articulation)來為獅子山(作為一個符號)生產新的意義 2. 描述一系列

獅子山的符號呈現著甚麼關係。 

貳. 文化領導權，論述形構與流動能指 

語言學大師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指出一個符號由兩個不同

部分組成：能指（聲音、圖像等記號）、所指（概念）。能指和所指被連

結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符號。(Saussure, Bally, Sechehaye and Baskin, 1960)

兩者間的連結被稱為指涉作用；索緒爾進而提醒符號的任意性原理：能指

和所指的連結從來沒有必然關係，實際上兩者連結具有任意性

（arbitrary），因而符號的意義從來不是固定的；法國文學批評家羅蘭巴

特建基於索緒爾的符號學模型，提出指涉作用可分為兩種：明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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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otation)和暗示義(connotation)。明示義(denotation)即為索緒爾提出的指

涉作用：聲音、圖像等記號和相應概念的結合（如：樹的圖象和樹的概

念）。羅蘭巴特更著重的是暗示義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應用，符號本身亦能

化作能指，並指向另一個新的所指（如：樹的概念能指向環保、自然）。

羅蘭巴特在研究廣告時發現資產階級能操縱暗示義來維持消費者的慾望和

意識型態(Barthes, 1972)；福柯對論述的研究亦有助我們理解符號和意義形

成。福柯以高度歷史化的方法了解論述：所有論述的存在均是源於特定社

會條件才會出現。以上想法不只提醒我們注要符號和論述與歷史脈絡的關

係，同時亦警示我們：一些看似是常識不變的真理實際上只是特定社會條

件下的產物。 

意大利共產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了文化領

導權的概念。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未如馬克思所預見般爆發革命，所以葛蘭

西提出文化領導權的概念來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葛蘭西將上層結構劃

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政權不只需要依

賴政治社會的強制力量和市民社會中的文化領導權。文化領導權需要由社

會中因而大多數人自願的認可(consent)而實現，從而使市民承認資產階級

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和資產階級的統治(Gramsci and Buttigieg, 2011)。霍爾

（Stuart Hall）提出串聯(articulation)理論來進一步了解文化領導權的操

作。意識是爭奪過程，概念和概念間實際上不存在必要的聯繫（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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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correspondence）。沒有必然聯繫的意識形態元素被接合成連貫

的話語體系接合指將沒有必要關係的概念和事物連結起來的過程，這個意

義穩定和接合的過程正是文化領導權操作的結果 (馬，2014)。 

         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穆芙(Chantal Mouffe)認同概念串聯是文

化領導權的操作。拉克勞和穆芙認同符號的意義不能永遠地固定下來，所

以他們指出論述場域內有大量不同的浮動能指（floating signifier）。浮動

能指的意含並不是完全明確，它亦非空洞（能指涉所有概念） (Laclau and 

Mouffe, 2014)。浮動能指與其他概念串聯起來並產生具穩定性的論述，固

定浮動能指和另一概念的指涉關係被視為展現文化領導權的過程(Laclau 

and Mouffe, 2014)。浮動能指會被固定成支持某政治陣營政治議程的論

述。 

 符號學明顯地是理解獅子山符號的重要工具。羅蘭巴特的洞見提醒

到研究獅子山符號時需要注意符號的暗示義，而本文後來提及的論述實際

均是暗示義——不同獅子山論述如何指向不同的社會想像；福柯的高度歷

史化的方法不只提醒研究獅子山符號時需注意歷史脈絡和符號意義轉變的

關係，亦要以智識考古學的方式來梳理符號意義轉變的進程。拉克勞和穆

芙的理念更提醒到符號意義的改變實際上具有政治意味，成功穩定重要符

號實際上有助爭取文化領導權。獅子山明顯地是香港的重要文化符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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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政治陣營如何串聯獅子山和其他符號以爭奪文化領導權，這是十分有趣

的。 

參. 2019前的獅子山論述形構：兩種自由論述的爭奪 

資產階級想像的「獅子山」：經濟繁榮與「獅子山」 

 由於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及非典型肺炎疫情爆發等事件，主權移交後的

香港經歷數年經濟疲弱的時期，當時不少經濟數據均反映主權移交後的香

港正處於一個經濟蕭條時期，例如：2001年12月失業率為6.1%，2001至

2003年政府庫房均錄得赤字（香港交易所，2001）。由於面對嚴峻的經濟

困局，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2002年的財政預算案（2002）實行大量緊

縮經濟政策。為了激勵市民一同共度時艱（支持其緊縮政策），梁在其預

算案結尾部分便引用部分《獅子山下》的歌詞。如果獅子山（精神）象徵

六、七十年代香港市民努力拼搏向上，改善生活的集體記憶，梁在經濟困

難時期刻意挪用《獅子山下》的歌詞在政府文件中明顯地是為了鼓動市民

為經濟發展而作出犧牲，例如：梁刻意鋪陳出「香港是我家」的感覺，並

指出所有香港人均願意為這個「家」咬緊牙關，總有一天能夠跨越困難。

不難發現，此時獅子山代表的「家」並不再代表每個香港人所擁有的原

生、實際的家庭一，而是代表被轉喻成「家」的整個香港社會。與此同

時，本來是個人奮鬥的拼搏精神被轉化成支持政府施政的召喚和對經濟繁

榮和社會穩定的渴望，簡言而之，獅子山本來象徵著香港人拼搏向上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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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記憶，但是由於經濟困難和政府官員的鼓動，獅子山慢慢被改造成指涉

香港經濟繁榮想像的符號。 

  獅子山與經濟繁榮想像被串聯起來的工程並未有隨著香港經濟復興而

停止，不同政府部門和親政府團體均挪用獅子山作為代表香港經濟繁榮的

符號，例如：旅遊發展局將獅子山的輪廓帶入「香港品牌」的標誌設計，

當局指出獅子山不只象徵香港人的拼搏精神，同時獅子山亦是香港繁華城

市地景的一部分：標誌以不同色彩來繪畫獅子山象徵香港多姿多彩的城市

生活；「香港精神」是一個由政商界別中具影響力的人士發起於2010年開

展的活動，以上組織每年均會選出一些具備香港精神的人士成為「香港精

神大使」。「香港精神」的標誌同樣採用獅子山的輪廓作為標誌的一部

分，一群充撐香港天際線的摩天大廈（均與金融業相關，例如：國際金融

中心和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等）則被放置在獅子山以下。細閱「香港精神」

挑選香港精神大使的細則，我們不難發現與過往理解的獅子山精神有一定

出入：「靈活適應」、「勇於創新」、「積極樂觀」等特質似乎更接近資

產階級理想中的創業家形象（而非草根階層），實際上，不少「香港精神

大使」均是新興創業家或社會知名人士。從「香港精神」和「香港品牌」

兩個例子中，我們能夠發現到獅子山被挪用成再現經濟自由和繁榮景象的

視覺符號，以上兩例均視獅子山是為香港繁榮景象和城市地景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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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解獅子山如何被塑成經濟繁榮的符號， 「獅子山學會」似乎是一

個十分重要的例子。獅子山學會是一個成立於2004年的香港智庫，由一班

支持經濟自由的學者、財經評論員等組成，致力於透過政策鼓催的方式來

維持香港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和宣揚自由市場理念。有如前述的「香港精

神」和「香港品牌」，獅子山學會同樣採納獅子山的輪廓為其組織標誌的

一部分，視獅子山呈現香港經濟繁榮的符號。更具代表性的是「獅子山學

會」創辦人（在解釋組織名字由來時）重新演繹了《獅子山下》故事的意

涵(The Lion Rock Institute，2010)：1950年代，數以萬計的人為了更自由

和美好的生活而來到香港，在其地標（獅子山）落業歸根。羅文的《獅子

山下》敘述香港人的故事——香港人在建設香港的同時亦找到自己的財

富，而當時社會亦鼓勵他們自由和富足的生活。 

 綜觀以上四個例子，獅子山（作為符號）在主權移交早期被挪用成代

表經濟自由和繁榮的符號，而非再代表香港市民拼搏向上的集體記憶和情

感。即使原文本所代表的集體記憶仍存在於其論述中，但是努力拼搏向上

的結果似乎被更為重視，甚至部分團體重新解釋成一種類似企業家精神的

意識型態。此時的獅子山（作為一個符號）亦經歷物質化的轉向，一方面

其再現方式改為物質化的視覺再現，另一方面香港經濟繁榮的物質性亦被

強調起來。換言之，獅子山在主權移交早期與經濟自由的論述形構被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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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政府和資產階級不斷祭出獅子山（精神）的目標是以集體回憶來市

民認同和實踐自由放任的經濟型態，從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 

抗爭者想像的「獅子山」：社會運動與「獅子山」 

  串聯經濟繁榮和獅子山串聯的論述形構深受政府和親建制團體所追

捧，甚至如此的串聯曾經變得十分穩固，其意義均受到香港市民的認可。

然而，符號和領導權非全由政府或資產階級壟斷，而是開放予社會上不同

群體互相爭奪。支撐上述論述的政治經濟條件在2010年代開始出現改變：

一系列新社會運動（例如：反高鐵運動、保育天星碼頭等）的興起不只暴

露城市發展只著重經濟利益的問題，發展以外的人文關懷漸漸變得重要。

同時，部分香港市民亦未能從經濟成長中得益，貧富懸殊嚴重，不少市民

認為努力拼搏向上亦不足以改善生活，甚至開始質疑經濟自由論述和經濟

發展至上的論述是否有利於香港大眾，例如：地產霸權。被經濟自由論述

串聯的獅子山（符號）亦因脈絡的改變而被加上新的意義，甚至我們能夠

考察到社會運動參與者和一般市民如何與政治權威和資產階級爭奪獅子山

的詮釋權。 

  2014年10月23日，一群自稱為「香港蜘蛛仔」的攀山運動熱愛者兼佔

中示威者登上獅子山山頂，並在山頂上掛上印有「我要真普選」巨型直

幡。以上行為似乎只是佔領中環運動的一部分，但從「香港蜘蛛仔」拍攝

的影片中可見他們具有重新定義獅子山的企圖。在其影片《為基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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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蜘蛛仔」說到：獅子山不應只是談經濟，亦不是不談政治，為公義

才是真正的獅子山精神。從「獅子山不應只談經濟」一句可見，「香港蜘

蛛仔」或甚背後代表的草根階層並不認同資產階級所支持的經濟自由論

述，同時爭取獅子山符號的想像帶來新的可能性(黎國威，2017)。進而，

「香港蜘蛛仔」將公義和政治的概念與獅子山串聯起來，不只是為獅子山

增加新的意義，並將獅子山接合到其支持社會運動的政治議程中，例如：

「香港蜘蛛仔」當時接受《蘋果日報》(2014)訪問時，便指出：有權利選

擇自己特首，讓不同階級有向上流動的機會才是真正的獅子山精神。；再

現獅子山的方法亦有所轉變，從抽象符號到實體佔領。資產階級對獅子山

的挪用多是引用其視覺或文字符號至其組織的符號、演說等中。「香港蜘

蛛仔」掛上直幡同時改變了再現獅子山的方式。實際佔領獅子山並進行地

景改造不只能夠透過製造視覺奇觀來有效地進行政治宣傳，更重要的是整

個地景改造過程實際上是建構集體記憶及重新想像共同體的事件：不論是

掛上直幡的抗爭者、遠在山下眺望的香港市民或是在網上轉載和「改圖」

的網民，他們均在整個觀看的過程中有共同的觀看經驗。 

  即使「香港蜘蛛仔」掛上的直幡只在隔天已被政府拆除，然而這種對

獅子山的佔領行動和地景改造漸漸成為不同政治立場人士表達意見的方

法，甚至爭奪獅子山山頭的佔領權和詮釋權的爭奪是同時間發生的，獅子

山漸漸成為表態標誌。自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起，抗爭者均多次在獅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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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上掛起不同訴求的直幡以表達其政治立場(零博客，2021)，例如：

「我要真普選」（2014，2015，2016）、「我們都是林榮基」（2016）

「反送中」（2019）。隨著2019年反修例運動展開，抗爭者對獅子山的地

景改造不再限於掛上巨型直幡，抗爭者開始在獅子山山頂展示各種藝術品

（例如：巨型燈牌、女神像等）以改造獅子山的地景。最為影響深遠的地

景改造是發生於2019年8月23日的「香港之路」人鏈活動，近300名人士在

晚上登上獅子山山頂築成人鏈，並利用鐳射燈向山下照射。由於大量市民

參與、觀看和及後有大量照片流傳，「香港之路」下的獅子山不只成為最

具代表性的獅子山圖象，同時成為象徵反修例運動的事件。 

肆. 反修例運動後的獅子山論述形構：集體記憶及其重寫 

「黃色經濟圈」與懷舊的獅子山 

   前文所提及到的對獅子山的實際佔領和地景改造在反修例運動後期變

得越來越困難，主要原因是警方進一步限制示威者的登山行為。在 2019

年尾起，抗爭運動的聲勢由於鎮壓力度加大而漸漸減弱，隨著港區國安法

的實行，政治抗爭似乎已經變得不可能。如此情況下，獅子山符號已不能

再以佔領和地景改造的方式再現，明確地宣傳政治宣言亦已變得毫無意

義。故此，與反修例運動抗爭者同源的「黃色經濟圈」生產大量以獅子山

符號作標誌的產品，產品生成著不同的政治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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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經濟圈」生產大量以獅子山符號為標誌的商品，其中最為廣泛

流傳的商品是自新冠肺炎爆發後廣泛使用的口罩。由於香港在新冠疫情早

期經歷口罩供應短缺的問題，不少「黃色經濟圈」的商家自資在家設立口

罩生產線（例如：獅子山口罩、同舟、異度空間工作室等），他們不若而

同使用獅子山作為其品牌形象和設計理念。獅子山口罩和同舟均引用到獅

子山精神來說明企業成立的背景：在疫情最嚴重時，寄望香港人能共度時

艱、齊心抗疫，希望能夠以最便宜的價格來出售口罩予香港市民。上述口

罩設計的風格亦有一定相似性，「黃色經濟圈」內的口罩供應商挪用大量

具香港本土特色的事物和設計來作為口罩的圖案，例如：霓虹燈牌、傳統

小巴牌、紅白藍袋、香港常用口語；除了口罩，不同手工業者均挪用獅子

山形象來製作不同家居用品，例如：家居擺設、燈箱和擴香石等。這些產

品往往會被包裝成「移民禮物」，用以送給即將移民他國的香港市民。即

使以上產品設計各異，但設計的特點均有一些相同之處。第一，「獅子

山」符號往往配上反修例運動中出現的常見標語，例如：「加油/香港」

的字體、「我地真係好撚鐘意香港」、「Free HK」、「如水（Be 

water）」等；第二，有別於前述由資產階級所操縱的獅子山符號（標誌背

景為白色，而獅子山的輪廓是黑色），黃色經濟圈常用的獅子山圖案配色

完全不同：背景多是黑色，而獅子山的輪廓和線條多是白色或者閃爍的銀

色，設計明顯地意圖再玩「香港之路」中獅子山的視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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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縱多黃圈產品均有不同設計意念，但是這個時間的獅子山符號明

顯被放置在重新想象過去的維度：不論是主權移交早期由資本家和政府或

者 2010年代由抗爭者所詮釋的獅子山符號，兩者均是具有想象美好未來

的傾向：資本家借用獅子山符號來重拾拼搏精神來維持香港的經濟繁榮；

抗爭者則透過不斷改造獅子山地景來鼓動大眾人參與政治抗爭，繼而希望

為香港帶來更民主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個時間的獅子山符號則幾乎未有

指涉對香港未來的想像，轉而被放置在懷舊過去的維度。再者，獅子山符

號與多個來自不同年代的香港文化圖騰和集體記憶放置在一起，例如：70

年代具標誌性的工業製品、香港本土插畫師、傳統粵語流行文化和 2019

年反修例運動的集體記憶。借用詹明信的語言，獅子山符號和不同年代香

港文化標記被拼湊成一幅對香港美好過去想像的拼圖。對過去的重構和美

化實際上是為懷舊的表徵，懷舊不只有著美化過去和歷史的功能，同時亦

隱藏著對現在生活的不滿和焦慮(洛楓，1995)，例如：強調本土文化和語

言正是對應當下文化身分被洗去和被融合的焦慮，而隱晦方式來再現

2019年反修例示威的集體記憶正好對應高強度鎮壓及欠缺未來政治想像的

不安。 

《獅子山下的故事》與被收編的獅子山 

  即使《獅子山下的故事》是為一套由中國內地拍攝的劇集，但製作方

卻致力於強調《獅子山下的故事》和《獅子山下》的關係，例如：劇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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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時一直被視為《獅子山下》的新編；劇集多次播放由羅文主唱的《獅

子山下》。更重要的是主角一家人整個奮鬥的故事均被冠以和《獅子山

下》相同的描述：努力拼搏、同舟共濟。不難發現，《獅子山下的故事》

所呈現的獅子山論述與原始和主權移交早期資本階級強調的獅子山論述十

分相似。 

 然而，《獅子山下的故事》所呈現的獅子山論述更強調香港與中國的

經濟和政治關係，實際上是正在改寫香港人所想像的香港故事。在努力奮

鬥、拼搏向上的故事上，《獅子山下的故事》開添了一個故事的開局和結

尾，例如：故事主人公梁闊祖籍佛山的身份和改到香港生活的遷移經驗在

故事中被強調，強調故事主人公的祖籍身份與中國官方所宣傳的「血緣種

族」論式的香港身份互相呼應——香港人和中國人在血緣上一脈相承；再

者，《獅子山下的故事》的結尾是梁闊的茶餐廳離開香港，轉而回到佛山

（自己的家鄉）發展，而且十分成功。如此「落葉歸根」式的結局不只呼

應了前述的「血緣種族」論式的中港論述（馬傑偉，2006），同時展現出

另一種的中港想像：功利式國族主義——願意接納中國人身份並不是「血

濃於水」的國族論述，而是在內地市場的實際經濟利益。這不是暴露了港

式國族主義從不是以血源（而是以利益為核心）的問題嗎？顯然，《獅子

山下的故事》同時祭出兩套互不相容的國族主義，但是終究兩者均有共同

目標：帶出香港發展終於究離不開中國控制的脈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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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總結 

      本文嘗試歸納到主權移交後「獅子山」（作為符號）的意義如何不斷

被改寫，並分析到不同時期的符號如何被納入到各種政治議程中，從而爭

取大眾的支持。主權移交早期的「獅子山」符號被資產階級挪用成面對當

時經濟困局的修辭，鼓動香港人重拾努力拼博精神，「獅子山」此時意味

經濟繁榮的未來想像和不問政治的個體意識形態。然而，隨著貧富懸殊加

劇，本來牢固的經濟自由和「獅子山」串聯關係開始被鬆動起來。自「香

港蜘蛛仔」在獅子山上掛起巨型直幡起，「獅子山」的符號意義正正被慢

慢改寫：除了經濟自由，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和政治運動亦慢慢與「獅子

山」拉上關係。不同抗爭者透過改造「獅子山」地景來宣傳政治行動和意

識，從而將「獅子山」置入社會運動的政治議程；基於政治打壓越見強

烈，社會運動似乎變得不可能。由於獅子山符號與其他本土文化所串聯

「獅子山」由政治抗爭的符號而被改變成與懷念過往香港的符號，同時表

達對香港現狀的不滿；為了重新收編香港，中國內地的文化作品便嘗試重

新改編《獅子山下》和香港故事，香港人的起源和未來實際上與中國有緊

密關係（獅子山下的奮鬥故事均與中國息息相關），帶出香港終究離不開

中國的發展脈絡。借用拉克勞和洛芙的洞見，「獅子山」確實是香港流行

文化的「流動能指」，不同政治陣營（不論是香港的資產階級、抗爭者或

者中國內地的官方宣傳機器）均嘗試將「獅子山」納入其政治議程，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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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奪文化領導權。即使政治紛爭暫時落幕，但對「獅子山」符號詮釋權的

爭奪似乎未見終結。「獅子山」被如何放置在甚麼的政治議程中，似乎亦

暗示了香港未來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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