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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台灣地方選舉

2018-11-30

喬瑟芬：動員力驚人的台灣反同教會，與中美

的千絲萬縷關係

台灣泛基督徒人口比例不超過7％，反同婚公投拿下的票數卻直逼馬英九當選的票數。教會如何

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2018年11月23日，台北愛家公投的支持者在國民黨的造勢晚會上。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8台灣選舉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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綑綁台灣地方選舉的反同性婚姻公投，11月25日在台灣通過。在台灣被戲稱為「盟盟」們

的基督教會，是其中主力，且一舉拿下700多萬票，直逼馬英九總統巔峰時期的總得票數。

但是，台灣泛基督徒人口比例不超過7％，教會如何有這麼大的影響力？號稱「不是宗教團

體、只是熱心公民」的盟盟們，在整個公投過程中是如何動員、並收穫這麼多票數的？本

文試著從反同教會背後的思想根源、信念以及歷史發展入⼿，希望讓非教徒的一般大眾理

解他們如何掌握到社會關鍵位置和資源，發揮不成比例的影響力。

從2013年起，護家運動中兩個關鍵因素逐漸浮上枱面：一是來自美國右派基要主義教會，

向社會傳輸各種反同的論述與偽科學，並提供資金與經驗指導。另一個則是主導護家運動

的，均為政治上親中的教會組織，甚至試圖學習美國右翼教會影響共和黨與大選的經驗，

進一步影響台灣的政局。

前陣子報導者在《金錢輿論》的專題報導中，已發現政黨或政府均可透過防火牆或外圍組

織，委託民間行銷公司進行網路及社會輿論風向的操作，接受委託的公司不一定完全知曉

資金來源或背後真正的客戶是誰，而這個模式已擴散到全球。

美國右派基要主義教會和相關機構與台灣護家運動的關係倒是很好追查，他們也不害怕承

認；但中國的政治力究竟是否直接介入，除非有調查資源的媒體或政府機關願意追蹤，否

則一般人只能觀察某些趨勢，並保持警惕。去年立法院修法時未將宗教團體財務妥善納入

監管，即引發社會各界反彈，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憂慮宗教團體會成為洗錢的溫床，被國

內、外不同勢力藉以迴避金錢往來的監督、遂行特定政治目的。

護家運動中的兩個境外因素

台灣所使用的反同婚論述，大量使用了美國右翼基督教會從1980年代開始對抗同志運動的

論據，有些甚至還是更早以前反黑人民權就使用過、換一些詞再利用的。這些偽科學、偽

醫學證據也在美國的文化優勢下成了向全球輸出的產品。教會將這些資料進行在地結合，

直到第一次政黨輪替（2000年），國語教會才大受衝擊，順勢引進了美國

右翼教會多年來參與政治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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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台灣人受儒家影響)在意的「生育」、「家庭穩定」、「倫常」等來說動⾧輩，成功將

論述「本土化」，以致許多非教徒也願意投下這一票。

很多人以為護家運動只受到美國教會影響，那麼這裏讓我們先把歷史稍微拉遠：台灣的教

會在1949年後，分為了「國語教會」與「台語教會」，這兩大系統的分野有歷史原因，但

也反應著信徒們的政治意識型態，基本上稱之為藍綠基本盤並不為過。尤其是國語教會，

過去在國民黨統治時，對政治的態度是絕對順服，畢竟當權的是「自己人」。（相關歷史

參見註1）

1980年代，從北美留學返台的國語教會信徒，開始引進美國的靈恩運動（註2），但當時吸

收的多半是這些派別的思想內涵與經營教會的方式，還沒有政治參與需求。直到第一次政

黨輪替（2000年），國語教會才大受衝擊，順勢引進了美國右翼教會多年來參與政治的經

驗，將「基督化國家」視為教會目標。

陳水扁第一次當選總統後，國語教會領袖們深受美國富勒神學院教授彼得魏格納所提出的

第四波靈恩運動及「七山策略」(7 Mountain Strategy）啟發，堅信基督徒要透過征服娛

樂、商業、宗教、媒體、教育、家庭與政治等七大領域，影響一個城市和國家，將其「基

督化」，使該地「合神心意」，完成「替上帝治理這地」的理念。

國語教會本就非常熱衷於向演藝人員、高知識份子、企業家等布道，經營多年下來也確實

有所斬獲，加上信徒及二、三代從事軍公教職的比例又高，很快就在媒體娛樂、商業與教

育界展露影響力，更致力發展自己的媒體，如好消息電視台、國度復興報和近年的風向新

聞等，並持續利用原有人脈網絡，特別是商業界的基督徒，去攏絡更多企業家及黨政高

官。

除了「七山策略」外，2000年左右，由「大衛會幕禱告中心」和台灣靈恩運動)重要的出

版社以琳書房，開始引進位在美國堪薩斯州的國際著名反同組織國際禱告殿（IHOP）的相

關著作和活動，並開始在各地成立禱告中心，作為「信仰預言」的重要基地。包括台北靈

糧堂等重要大教會的的禱告中心，幾乎都是由IHOP或其友好夥伴「愛修園」一⼿指導成

立。此舉對形塑如今國語教會信仰的形貌起了奠基的效果，也注定吸收到的是美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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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講究威權的養份。日前，台灣《蘋果日報》文章《王雪紅九億資金挹注傳教》，披

露他以企業用公益善款支持反同組織及活動，引發眾人嘩然，就是與邀請IHOP來台有關。

IHOP參與烏干達的《同性戀法案》制定過程甚深，一度影響當地國會立法，讓同性性行為

)高可處死刑和終身監禁，引起聯合國抨擊後才暫緩。不少同志領袖被當地報紙公開出

櫃，導致必須流亡海外，或者因曝光而被民眾圍毆殘殺。相關記錄片《上帝眷顧烏干

達》，以及旅居台灣的加拿大籍記者J.Michael Cole的調查報導都有提到IHOP在其中的角

色，後者的調查報導進一步指出，被國際人權組織視為仇恨團體的MassResistance也曾表

示要支持台灣的反同運動。

2018年11月23日，台北愛家公投的支持者在國民黨的造勢晚會上宣傳。攝：陳焯煇/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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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同教會中的美國因素與「中國夢」

與此同時，因第一次政黨輪替而大受衝擊的國語教會，開始認真奉行「七山策略」，以周

神助、夏忠堅、曾國生、章啟明、寇紹恩為首的教會領袖們，積極向美國靈恩教會尋求對

台灣的「預言」。有趣的是，這些教會一向與美國軍火商、大石油公司與跨國企業交好，

而他們給出的「預言」，也「剛好」都是將台灣推向中國的，說台灣是「開啟中國的一把

鑰匙」。

另外，教會一向關注「末世」，過去也一直有種說法是：當猶太人大量改信基督教，就代

表耶穌再來的腳步近了。因此，當這些「先知們」預言中國人在文化上與猶太人)靠近，

是)有能力將福音傳往以色列的民族，台灣這些教會領袖就立刻找到有利自己的位置，用

各種方式去解釋聖經，找出「台灣必須與中國和好」的論據。

這些所謂的「預言」正好與當年美國右翼企業的利益相合，又與國語教會信徒們仍將中國

視為歸屬的情感與政治傾向相合，更不要說還符合了眾多台商與企業家們的利益。只是讓

人意外的是，過去始終堅定支持台灣獨立的⾧老教會中，也不乏有人因此動搖。比如差一

點就問鼎⾧老教會議⾧大位的張顯爵牧師，過去曾參與黨外運動與台灣獨立，後來卻受此

召喚⾧年在中國宣教，也曾試圖促成⾧老教會與中國的宗教交流。

來自美國的「預言」，成了國語教會正當化自己熱切擁抱中國的依據，並且透過活潑的禮

拜、大型聚會與人數增⾧優勢，將相關思想滲入原本)重視台灣主體性的⾧老教會。過去

在白色恐怖中受到國語教派壓迫陷害的⾧老教會，面對信徒主動擁抱這些新傳入的「神

學」，幾無抵抗之力，因此當教會的主軸成為反同，整個局勢也隨之大變。

這些所謂的「預言」正好與當年美國右翼企業的利益相合，又與國語教會

信徒們仍將中國視為歸屬的情感與政治傾向相合，更不要說還符合了眾多

台商與企業家們的利益。



2018/12/1 喬瑟芬：動員力驚人的台灣反同教會，與中美的千絲萬縷關係｜2018台灣選舉｜深度｜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130-opinion-taiwan-referendum-marriage-equality-us-china-factor/?fbclid=IwAR25M7g4uw-ypDRrg_KFIr_VS… 6/14

透過這場「聖戰」，國語教會嚐到了過去在七大領域耕耘的甜頭，參選、推動國會議員的

罷免、提案公投，一路走來都是在練兵，)終透過政治力量反映信仰價值。2016年他們初

試啼聲，曾被嘲笑說「不成氣候」，但他們學的很快。短短兩年，挾著公投綁大選的天賜

良機，他們與地方政治勢力結合，未來更希望將影響力擴大到更廣泛的國家政策層面。

過去常有人說，基督徒人數那麼少，不必「過度憂慮」，又將「宗教干政」的警告斥為荒

謬。但⾧期觀察這些團體的論據、傳遞的禱詞，便無法忽視其中所蘊涵的強大的法西斯潛

能。歷史從來就不是直線，面臨著全球化造成的各種問題與動盪，連人權底蘊)深厚的歐

洲都深受衝擊。台灣社會及早認識這些團體背後抱持的意識型態，完全是必要的。

反同運動為中國送上裂解契機？

中共的統戰⼿法無所不用其極，且越來越細膩，這點我們並不陌生，宗教統戰自然也是中

共不會放棄的切入點。只是「反同婚」這步棋，恐怕非中共有心經營，而是無心插柳，趁

台灣的教會自己送上門，熱衷於「兩岸基督教交流」之際，給了中方施力的機會，藉此收

獲了裂解⾧老教會的可能性。

根據報導：「2013年8月首屆『兩岸基督教交流論壇』，中國包含統戰部、基督教兩會等

87人一團來台，結束兵分八路到全台參訪，接待的有新竹行道會、台北靈糧堂、台中旌旗

教會、忠孝路教會、台南聖教會等」。而這些教會，恰好是各地反同婚的主力。

本月初，華府全球智庫台灣研究中心執行⾧，於美國國會聽證會做證指出，被中國利用、

鎖定來散布假新聞、假訊息，影響健全公民社會的十大目標之一，就包括了宗教機構。這

次的反同公投宣傳中，有數不清、難以澄清的謠言與不實資訊在傳播，雖然我們目前無法

確認中國與這些資訊的關係，但它們的確是透過教會志工的人際網絡，大量地、有系統地

在網路和生活中不斷發散，佔滿民眾的訊息管道。

「反同婚」這步棋，恐怕非中共有心經營，而是無心插柳，趁台灣的教會

自己送上門，熱衷於「兩岸基督教交流」之際，給了中方施力的機會，藉

此收獲了裂解長老教會的可能性。

https://www.ct.org.tw/123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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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過去國語教會與國民黨站在同一陣線、抱持反共立場，兩岸交流甫通，不少信

徒便藉探親、通商之便，前往中國協助甚至成立地下教會，與中國官方認可的「兩會」作

對，並且總總是提醒信徒要為中國家庭教會被「逼迫」、無法享有信仰自由而流淚禱告。

然而這個氣氛，隨著越來越多人在中國經商得到好處，也漸漸改變了。馬英九當選後，教

會內風氣一轉，鼓吹「兩岸基督教應積極交流」。2010年，⾧頸鹿美語創辦人、蒲公英希

望基金會董事⾧魏悌香，和召會聚會所重要核心歐陽家立⾧老，共同成立「中華基督教兩

岸交流協會」，在兩岸自由行的框架下，開始讓家庭教會成員直接來台交流。

台灣另一大教派召會，過去一向有「不可參與政治」家訓，有如此轉變，關鍵人物正是

「兩岸基督教論壇」另一位推⼿：歐陽家立⾧老。他曾就馬習會發表看法：「以基督信仰

角度，肯定馬習會是兩岸和平、和諧、合一的契機」，同時，他也身兼王雪紅企業版圖的

的左右⼿，擔任過宏達電獨立董事，還為其管理旗下的公益信託基金會。不過相關基金會

曾被媒體調查披露是「假公益真投資」，被發現「公益極小化」。

由「中華基督教兩岸交流協會」主辦的「兩岸基督教論壇」，自2013年起以一年中國、一

年台灣的形式舉行，甚至組團帶台灣的牧師與教會領袖去中國宗教局、政治局參訪，也一

直試圖攏絡⾧老教會牧師同行。畢竟，身為台灣歷史)悠久、堂會數)多、又一直被視為

深綠大本營的⾧老教會，若願意出現在這樣的交流場合，其意義不言而喻。不過，⾧老教

會對此做出的是「不宜有正式接觸」的建議。

教會內的政治鬥爭外溢，卻以同志祭旗

⾧老教會南部各中會原就因為教產和權力問題，與總會多年不合，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可以

砲打總會「進步派」的議題，深諳鬥爭之道的牧師們怎會放過？總會的努力，終究拉不住

牧師們因反同婚而與國語教會結盟、大開後門的行徑。反同婚成了「特洛依木馬」，載著

將反同當作聖戰來打，一方面是因為信仰保守，二來取得媒體聲量、被社

會矚目者，可以在教界水漲船高。

http://www.cdn.org.tw/News.aspx?key=7062&fbclid=IwAR0-aDz3WI3ln9Hx57i1QUrNX43f-SC1wQrwbYBM4XhucW5gJGxVqEvZtRY
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60406164208CLP
https://tw.lifestyle.appledaily.com/daily/20170309/37576849/
http://www.pct.org.tw/ab_doc.aspx?DocID=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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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教會勢力⾧驅直入，台南、高雄的牧師們，不惜與政治意識型態完全相左的前新黨立

委雷倩坐下來開會，談論「策略」。

今年大選前，⾧老教會高雄中會表達「不滿陳其邁挺同婚」，語帶暗示要投藍，後來更有

台南中會的牧師直接跑去為國民黨的議員和市⾧候選人站台，宣稱「要用選票教訓民進

黨」；諷刺的是，隔沒幾天又出現在獨派活動喜樂島大會師的舞台上，顯然沒人計較他的

信念是真是假。

將反同當作聖戰來打，一方面是因為信仰保守，二來取得媒體聲量、被社會矚目者，可以

在教界水漲船高。台灣基督教人口雖然不多，卻集各界菁英之選，誰能坐上這個小武林的

盟主寶座，隨之而來的名利、呼風喚雨的快感，是難以抵擋的誘惑。

我相信愛家公投那些上街的志工，是真心相信上帝不樂見同性婚姻，然而引動這一切的教

會領袖，難道真的全部都毫無分辨謊言、是非、抹黑的能力嗎？也許，)能驅動人心的，

終究還是名與利。

2018年10月27日，時代力量參加台北同志遊行。攝：陳焯煇/端傳媒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0795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15002751-26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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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老教會資深信徒挺台獨的決心，恐怕也非反同婚可以動搖，如在這次選舉中，雖

然同時有反同公投，但反同的資深信徒未必就不投民進黨。而那些因走靈恩路線、人數大

幅增加的⾧老教會，新進信徒多數講華語，本就不屬於綠營鐵票，甚至有些原就是國民黨

支持者，因此牧師們宣稱的「選票轉向」恐怕只是虛張聲勢。

另外，即使是在國語教會，也仍有個別牧師和獨立教會不願意加入這場聖戰，僅管他們在

教義上也無法對同志多友善，但他們仍持守了政教分離的界線。

七山策略的最後一塊版圖：參政

早年教會界即有「黨國基督徒」，如今則有「反同聖戰」。2017年宗教大串連「罷免黃國

昌行動」就像一場暖身，雖未跨過投票門檻，卻已讓時代力量嚇出一身冷汗；2018年這次

公投，盟盟們投入的資源與人力，堪比總統大選，動員方式除了電視廣告、文宣發送、掃

街、定點擺攤外，還有數不清的網路廣告與假新聞，)後關頭還家家戶戶致電拜票。

除資金和人力外，盟盟們還深入許多村、里⾧辦公室，不少平權方的志工表示，反同文宣

就是里⾧發的，甚至選舉公報裏還夾著反同公投的投票指南。拜這次公投綁大選的優勢，

國民黨的地方勢力也成了他們的助力，再加上至少十數萬心懷宗教熱情的志工幫忙，數月

以來在全台各地風雨無阻，分秒必爭地拉票跟宣傳，成功讓民眾對同志心生疑慮恐懼。

接下來，盟盟內部勢必有人希望將2016年的信望盟再往前推進一步，組成更有影響力的政

黨或政團，但這次公投結果，也可能是盟盟們政治生涯的)高峰了。首先，同婚議題兩年

內不可能再公投，無法再催出這麼大的熱情。再者，七山策略的原型是尋找政治代理人，

而非親自成為政黨及候選人，對於是否要參政，教會內已有不同聲音。況且這段日子教內

「戰功赫赫」者不少，想參選，首要面對的就是與國民黨競爭的難題，因雙方在選票、資

盟盟內部勢必有人希望將2016年的信望盟再往前推進一步，組成更有影響

力的政黨或政團，但這次公投結果，也可能是盟盟們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7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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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支持群眾上都是嚴重重疊的，若不經一番廝殺，教徒外的選民根本沒有理由轉投盟盟

候選人。

有了兩次大選經驗，2020盟盟若組黨，可能在政黨票上再有突破，在區域立委應該也不至

於掛零。然而就算他們在選區打清新形象牌、與國民黨候選人做出區隔，國民黨會願意像

民進黨禮讓柯文哲這樣與盟盟合作嗎？能合作幾席呢？沒有國民黨的禮讓和組織奧援，單

靠盟盟實力，想拼下縣市議員或許不成問題，但要拿下立委就沒那麼容易。

另外，國民黨青壯派如連勝文等，一邊動作頻頻要逼退老人，一邊也開始向年輕選民和進

步價值靠攏，從這次當選的年輕輩縣市議員的表現就可見一斑，他們很清楚若國民黨要在

台灣的民主政體下存活，不可能再把中國當唯一靠山。若這批青壯年成功在國民黨內坐

大，又會與以反同為基底的盟盟有多少合作？換言之，反同陣營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強

大、堅不可催，以利結合者，也會因利破局。

中國或許樂見這次假新聞、造謠抹黑造成台灣社會混亂，以此測試台灣民主體質，但中共

畢竟是玩弄權力的老江湖，對於任何有號召人心能力的團體都懷有戒心，更別說教會這套

參政模式還是從美國學來的。隨著習近平對宗教政策的緊縮，及成功裂解⾧老教會與民進

黨的關係後，盟盟們在中國心中還有多少利用價值也值得觀察。

若經濟利益已足以再次收買台灣人心，未來宗教統戰的著力可能就不必那麼深。但台灣若

完成婚姻平權立法，恐怕也對亞洲各國乃至中國境內的同志運動有所激勵。然而，出於對

組織性運動的忌憚，中共會否希望藉助盟盟之力來守住防線、降低中國大型運動發生的可

能？筆者對此不無擔心。只是更可預見的是，不管中國的情勢如何，國語教會領袖們為了

自身的利益和情感認同，還是會積極抱著中國大腿的。

盟盟們若與國民黨形成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就像民進黨與時代力量一樣，那麼靠「下一

代」起家的盟盟們勢必也要在家⾧們在意的議題上，與國民黨舊勢力保持距離。但若2020

他們與國民黨加起來能在國會過半，那麼對期望人權更受保障並逐步走向獨立建國的選民

來說，肯定不是太好的消息。若不希望看到此事發生，組織工作者需要儘快重整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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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民進黨方面，必須守住至少四成選票，與其它第三勢力小黨聯合，就還是能在國會牽

制住未來可能形成的國民黨聯盟。這次為婚姻平權一案投下贊成的350多萬票，每一票都是

未來持續拉票的種子，而尚未對此議題表態的八百多萬選民，是有待耕耘的廣大禾場。

)後，那些試著從教會內部持續抵抗盟盟的基督徒們，他們的工作權與就學權，在盟盟大

勝後可能會進一步限縮，甚至會被秋後算帳。大選落幕，教會內同志與直同志們的處境，

短期內只會更加嚴峻，需要人權團體、勞動部、教育部緊盯是否有違反勞基法、性別平等

工作法與教育法的行為。

這一年，鋪天蓋地的反同文宣，對於同志群體來說是非一般的凌虐。「愛家」團體的志工

穿著粉紅色背心在街頭巷尾四處穿梭，這是一個納粹曾經為男同性戀者安上的顏色。同志

們連在家裏也躲不過電視廣告、拜票電話和親友們的談論，在人前彷佛扮演著一個不屬於

自己的角色，沒有人知道他心裏在淌血。

承接心靈的創傷，產生安慰人心、安定社會的力量，原是宗教團體)重要的功能，但此刻

的教會，卻成了踐踏弱勢、將人逼上絕路的高牆。一轉眼，聖誕節就要到了，島上卻到處

都是同志的眼淚與無聲的哭喊，耶穌要是造訪福爾摩莎，要在何處尋得平安呢？

（喬瑟芬，因家庭的基督宗教背景，決定投入台灣性別平權運動。「如果你也聽說」正視

性/性暴力寫作計劃共同發起人；「姝文創」共同創辦人，負責藝文經紀部門）

註1：相關教會歷史在此不多敘述，有興趣者請見：《婚姻平權道路上，不該有「十字」路口》。

註2：美國近代靈恩運動約在1960年代末期興起，後成立許多新興教會，也影響南方眾多保守的白人教會，信仰

上堅持以基本教義對抗社會變遷，政治上擁槍、反墮胎、反同性戀，與共和黨結合，成為自1980年後就是共和黨

鐵票區。

「愛家」團體的志工穿著粉紅色背心在街頭巷尾四處穿梭，這是一個納粹

曾經為男同性戀者安上的顏色。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24-opinion-josephinehsu-taiwanchrist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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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閱讀： 《台灣保守基督教如何轉向公共領域，開始反同婚運動？》 

《理解「反同婚基督徒」的恐懼和屬靈爭戰》 

《反對同性婚姻的主力，為什麼來自基督教？》 

評論 喬瑟芬 台灣2018地方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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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邊陲出發的奇襲：韓國瑜如何從「林園」走上高雄市⾧大位1.

太陽花紀錄片金馬獲獎感言引爆爭議，微博現明星表態潮：「中國一點都不能少」2.

賈選凝：一個金馬，各自表述，電影可以超越語言嗎？3.

華文圈裡，可有一張平靜的導演椅？4.

台灣地方大選：民進黨全線潰敗，柯文哲慘勝，北市留下「選舉無效」爭議5.

公投效應、蔡英文與中間選民——導致綠營崩盤的，不是統獨，是什麼？6.

數據看2018台灣選舉系列之二：公民投票全指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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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慕天：宗教道德右派，在意的不是基督教

倘若台灣社會真的邁向兩極柱化，絕對不是台灣基督教領袖有能力單方面做到。基督信仰傳統中最基要核心的
信德，並不是催成當代宗教右派的主要力量。

因為反同志婚姻集結的宗教團體，會持續改變台灣社會與政治嗎？

備受各界矚目的台灣同婚釋憲案，司法院將於5月24日下午四點公布結果。釋憲前夕，許多反同志婚姻的宗教
人士依舊戰力十足。

楊鳳崗：中國大陸究竟有多少基督徒？

中國究竟有多少基督徒？這一直是個令中共揪心、令世人關注的問題。年增百萬？每十年翻一番？還是正在
「停滯」甚至「負增長」？

公投效應、蔡英文與中間選民——導致綠營崩盤的，不是統獨，是什麼？

綠營雖然在縣市長席次失去甚多，但嚴格來說不算是「崩盤」，只能說是「回到基本盤」，而「中間選民」擺
盪走了。

陳方隅：綠白分裂、支持率流失，旋風起落的柯文哲差點輸給他自己

許多人說，柯的出現是要推倒「藍綠」的高牆。不過，台灣社會看到的是，許多高牆不只仍然矗立，而且後面
的「紅磚」愈蓋愈高。

反核這一堂人生課：他們在公投的前一天爆炸

有人認為這次公投是擁核派在過去數年台灣反核勢力上揚後，一次集中反撲。但這群學生所擁有的，只是一個
叫做「它核他們的故事」的臉書粉專

《誰先愛上他的》訪問：你看到的都是垃圾桶裏撿回來的鏡頭9.

無法收復的九龍西：「空前團結」民主派如何敗給「政治放一邊」的建制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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