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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母親在書中寫到：「自阿

公許玉寰去世後，塔克拉奶奶與比昂奶奶

也接連去世，祖母伊茜德拉就一直是許寰

哥家族公認的家長。」一個大家族的重擔

都落在她的肩上。在帕尼基度假時，常常

在清晨聽到伊茜德拉在大聲叫喊，『臭孩

子們，快點起床了，都要到中午了』對我

而言，沒有機會親自聽到她這樣的叫喊，

然而她的侄女、侄孫女以及她的傭人們，

完全明白這些意味著什麼。她每天都起得

很早，用手巾包著頭，打掃穀倉傍邊的院

子。」「有一次，新年前夜，我們坐在面

對鐵軌與車站的後院裡

一邊放煙火，一邊叫喊，又聽到她在

喊『你們不睡覺嗎？別人要睡覺啊』，她

從來不專門針對某個人，但聽者自知。」

媽媽寫道，「在帕尼基的假期，祖母

經常安排我們去櫃檯幫忙付錢給那些種甘

蔗的小農戶。因為房子靠近鐵路，我們還

要幫忙計算搬運到火車車廂裡的米袋。我

們把小竹片發給搬運工，他們搬運一包米

就領一塊小竹片，放到車廂後再把小竹片

交給專人收集。這也使我們得到很好的訓

練。祖母還給我們每人50分的獎勵。」

二戰之後，伊茜德拉的變化很大。

似乎她突然從商界抽身出來，那時她的商

業已經擴展到了制糖業。戰爭結束後，

她就完全變了。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她

把所有生意都交給她的侄兒們打理，開

始出門旅行。媽媽回憶道：「1955年，祖

母去歐洲與美國旅遊，我與爸爸媽媽、還

有特裡寧、護士路易莎以及祖母的兩個朋

友一起陪同她。途經舊金山時，在多明尼

加學院學習的帕茜加入了我們的旅行團。

下午我們常常玩牌娛樂，這種娛樂後來成

為她業餘時間最喜歡的活動。在紐約時，

我們住在第72街的家庭旅館中，佩平叔叔

也來了，他當時在聖十字學院學習。我丈

夫諾寧雷耶斯的哥哥丁雷耶斯也加入了旅

遊團。教皇庇護12世專門為我們家庭成員

布道。那年祖母已經88歲了，當教皇庇護

十二走進房間時，祖母立即從她的輪椅上

站起來，跪在教皇面前，教皇立即扶起

她，請她坐在輪椅上，他知道她是一位比

他還年長的老人。祖母大聲祈禱：『主

啊，請您寬恕我』，眼淚沾滿了她的雙

頰。那真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時刻！」

在教皇的陪伴與感召下，祖母虔誠地

祈禱懺悔，如此尊崇的教皇蒞臨布道，她

竭盡全力地懺悔祈禱。這是我們家族的女

家長第一次在家人面前盡情表露出自己的

感情。

家人們還注意到1955年後伊茜德拉

的另一個變化。她愛上了玩撲克牌，以前

她是絕對禁止家庭成員在家裡打牌娛樂，

現在竟成為她的愛好。我的母親在他們歐

洲旅行的日記裡寫道：「我們乘坐火車去

法國的羅德斯與利雪，火車每隔3、5分鐘

就停一站。我們中的一個人要背著祖母上

下車，其他的人拿行李。在羅馬時，祖

母住的套房，我們常常在下午陪她玩撲克

牌。」

當旅行結束後回到菲律賓的老家，

伊茜德拉與家中的其他女人們關係更親密

了。她以前是那麼的強硬與嚴肅，在塔克

拉活著的時候，以及塔克拉去世後的那段

時期，一直如此。以前，她的侄子、侄媳

婦們都不敢隨便與她說話，他們在向她提

出要求前都要思考很久後才敢說出來。當

然在1955年前，家裡沒有幾個女人。塔克

拉與妹妹比昂在1935、1938年相繼去世。

安東尼奧的妻子維多利亞在二戰時期去

世；胡安許寰哥的第一任妻子愛倫娜在

1948年去世。家裡的女人只有我的祖母特

梅利婭許寰哥、艾德爾多的妻子約瑟芬穆

菲許寰哥、我的母親約瑟芬娜以及她的三

個妹妹特莉、科莉與帕茜。後來，我出生

了，是伊茜德拉的第一個曾孫輩，那時伊

茜德拉81歲了。退出商界後，她更多的時

間是在家裡度過。她有更多的時間與家裡

的女人們在一起，雖然她還保持刻板的生

活方式，每天很早起來打掃院子，那時我

還是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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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沿海「金三角」，出手了 
福建正在解決發展中的難題。

近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印發《廈漳泉

都市圈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

該規劃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廈漳泉都市圈

建設發展的指導性文件，規劃期至2030年，

遠期展望至2035年。《規劃》提出的發展目

標是到2035年，廈漳泉都市圈輻射帶動能力

進一步提升，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都市圈的樣

板。

事實上，早在十幾年前，廈漳泉都市圈

的概念在2010年福建推動海峽西岸城市群的

發展中就被提到，相關同城化發展一直在推

進中，但近些年，不少業內人士認為，三地

同城化舉措的實質性進展仍然有限。

作為福建最具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區域，

從此次的《規劃》來看，福建對廈漳泉都市

圈寄予厚望，有不少實質性措施，比如鼓勵

都市圈民營企業「抱團出海」。

為什麼是「廈漳泉」
2023年，廈漳泉都市圈經濟總量達2.5萬

億元，人均GDP達到13.6萬元，以占福建全省

約16%的土地面積貢獻了全省45.9%的GDP。

此外，三地同為台胞和東南亞華僑重要祖籍

地。

「廈門、漳州、泉州這三地，並稱『廈

漳泉』閩南金三角經濟區。三地地理相鄰，

文化相近，都說閩南話，廈門還曾隸屬泉

州管轄。這是三地融合發展的重要基礎之

一。」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丁長髮告

訴。

清代廈門曾長期歸屬於泉州府下轄的同

安縣管轄，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與

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廈門成為《南京條

約》中規定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

月2日，廈門正式開埠；1935年4月，廈門正

式設立廈門市。

到了1985年，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下，

廈門、漳州、泉州三地又同時成為對外開放

的經濟區，彼時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把長三

角、珠三角和閩南的廈門、漳州、泉州三角

地區開闢為沿海經濟開放區。

福建官方發佈的《規劃》政策解讀中

提到，「廈漳泉三市歷史文化同源，基礎設

施一體化程度較高，經濟互補性和合作性較

強，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往來頻

繁，產業分工協作緊密，培育發展廈漳泉都

市圈具備紮實的基礎。」

2023年，黨中央、國務院出台的《關於 

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建設兩

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提出充分發揮

福建對台獨特優勢和先行示範作用，支持廈

門開展綜合改革試點，打造廈金「同城生活

圈」，發揮泉州、漳州閩南語地區台胞主要

祖籍地優勢，建設世界閩南文化交流中心。

上述文件的印發和實施，同樣為廈漳泉

都市圈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多年來，三地融合發展取得一定成

就，比如從2010年9月起，漳州市的所有港

區已經併入廈門港，□實現了全面的整合。

□這一整合措施主要為了打造國際航運樞紐

港。」丁長發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福建省《政府工作

報告》中就提出，要突出聯動發展，增強福

州、廈漳泉兩大都市圈輻射帶動作用。

在中國社科院區域經濟學教授牛鳳瑞

看來，國內的東南沿海省份，從產業發展等

多方面，內部存在較為激烈的競爭，比如福

建與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的競爭。在他看

來，福州和廈漳泉兩大都市圈的發展 ，直接

影響到福建整體競爭力的發揮。

改變「散裝」
有業內觀點認為，同為東南沿海大省，

與相鄰的浙江和廣東相比，福建省內城市之

間發展比較均衡，但也因此缺少「帶頭大

哥」，各城市的競爭激烈，彼此關係複雜，

逐漸構成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阻力。

「雖然這些年三地在一體化中取得了一

定成績，但仍存在影響協同發展的因素需要

協調。」丁長髮坦言。他說，「在實際發展

中，三地難免傾向於 將收益最大範圍地留

在自己所在的轄區內，所謂『肥水不流外人

田』。」

針對廈漳泉都市圈發展目前的挑戰，

《規劃》提到，「都市圈內部行政壁壘依然

存在。」

在《規劃》的第九部分還提到，「破除

行政區經濟利益藩籬與政策壁壘，建立都市

圈一體化發展機制，推動規劃主要指標和任

務落地落實。」

而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規劃》提

出，在按現行統計制度和口徑進行統計、核

算和發佈的基礎上，建立跨行政區域項目和

共建園區經濟指標核算政策，可對地區生產

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等數據按協商比例分

享。

除了行政壁壘，關於 該都市圈發展的挑

戰，《規劃》還提到的「廈門發展空間較為

受限。

漳州發展基礎還比較薄弱，泉州發展集

聚度仍不高，制約了廈漳泉都市圈發展能級

和水平的提升。」

在丁長髮看來，目前情況下三地基礎設

施建設的互聯互通還有很大提升空間，比如

三城之間的互聯互通。

以廈門到漳州的城際鐵路R3線為例，其

始於 漳州北站，經過榜山、海澄、東泗、

浮宮、港尾、漳州開發區，穿過廈漳海底隧

道，到達廈門火車站。該線路預計建設連通

廈門和漳州的廈漳海底隧道。

早在2013年11月，福建省政府在相關會

議上就表示要爭取R3線盡快開工。到2014年9

月，該線路的工程可行研究階段地勘已經完

成。

2015年10月，國家發改委公佈的信息顯

示，在福建2015-2020年間海峽西岸城際鐵路

建設規劃方案中，將實施6個項目，其中就包

括廈漳泉城際軌道R3線。這意味著該項目獲

批。

但時至今日，已經過去9年時間，該線路

仍未開工。

《規劃》在三地交通互聯互通方面著墨

不少，比如其提到「有序推進市域（郊）鐵

路和城際鐵路的統籌規劃佈局和建設，開工

建設廈漳泉城際鐵路R1線，適時推動其餘線

路建設。」

產業協同
除了破除行政區經濟利益藩籬與政策壁

壘，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對於 都市圈的發

展，產業鏈層面的發展至關重要。

「如果僅僅依靠部分同城化政策，其實

無法有效將幾個城市『捆綁』在一起發展，

最為關鍵因素還是產業鏈上下遊方面的經濟

聯繫，這是一種自發形成的聯繫。」牛鳳瑞

說。

而在丁長髮看來，目前國內區域一體化

發展較好的城市之間，產業鏈之間往往有著

深度的融合。

以國內區域一體化較為成功的長三角地

區為例，其產業鏈條分工明確，區域合作不

僅有政府牽頭，更有市場方面的緊密合作。

比如集成電路、生物醫藥、新能源汽

車、人工智能四大產業，是長三角區域重點

發展的新興產業。為推動四大產業補鏈、強

鏈、固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產

業集群，早在2021年，江蘇、浙江、安徽和

上海這三省一市共同成立了上述四個重點領

域的長三角產業鏈聯盟。

《規劃》還對三城的產業鏈協同進行了

規劃，比如共建千億級現代優質產業鏈群；

又如《規劃》重點提及了三地在新興產業方

面的創新協同。

三地計劃共同聚焦集成電路、高端裝

備、生物醫藥、海洋高新等國家重點領域和

重大創新工程的聯合攻關。

閩南三市的產業鏈協同也頗具自身的特

色。

「閩南民營經濟發達，在產業協同發展

上，這是重要的著力點。」丁長髮說。

事實上，從全國範圍看，廈門、漳州、

泉州的民營經濟發展處於 前列。2023年，福

建省委部署深入實施新時代民營經濟強省戰

略時也論述，廈漳泉三市是推動福建民營經

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

《規劃》還特別提到了三地民營經濟

的「抱團」，包括要持續賦能民營企業經貿

生態圈，推動具有閩南文化背景的企業跨地

區、跨行業、跨國境圍繞特色優勢產業開展

戰略合作，並發揮異地商會、經銷大軍優

勢，深耕織牢國內外銷售網絡，鼓勵都市圈

民營企業「抱團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