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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菲律賓許寰哥家族的第二代。他

完全是在菲律賓社會文化的環境中成長。

由於家庭經濟優渥，梅拉西奧‧許寰哥從

小就接受西菲殖民地社會的貴族教育，先

後在天主教會設立的拉特朗聖若望學院以

及聖托馬斯大學就讀。梅拉西奧‧許寰哥

後來成為打拉省的議員，為許寰哥家族進

入殖民地上流社會奠定了基礎。由此可

見，許寰哥家族通過皈依天主教、與當地

女子通婚、接受天主教會學校教育、參與

地方政治等方式迅速融入菲律賓社會。也

許只有「家族一直延續的長子優先，長子

在家庭享有獨尊地位」的傳統還帶有華人

家族文化的烙印。

第二，許寰哥家族發展的歷史說明

華人從事農業生產以及與農產品相關的貿

易，也是華人發家致富的途徑。來自人稠

地瘠的閩南鄉村的華僑移民，對土地有一

種天然的膜拜。正是這種對土地的渴望促

使許玉寰最終選擇在擁有廣袤土地的中呂

宋打拉省定居。作者在書中寫到，「他看

到了許多商機，但最使他興奮的是從馬尼

拉到邦加西楠沿路鬱鬱蔥蔥的寬闊牧場。

他內心深處渴望過上永遠擁有土地的生

活，讓土地把家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眾所周知，商販是菲律賓華人移民的主要

構成，在整個西班牙殖民時期，殖民政府

曾經頒布法律來限制華人對貿易的控制。

非天主教徒在19世紀50年代前仍然不能遷

移到馬尼拉之外。皈依天主教的華人要求

遷移到外省經商，但西班牙人更希望他們

去外省從事農業開發。許玉寰就是在這樣

的環境下遷移到中呂宋打拉省從事農業生

產及貿易，從事農業開發為許寰哥家族的

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後來通過民間金融

借貸、買賣土地等方式，許寰哥家族獲得

了大量的土地，成為中呂宋地區有名的大

地主。

第三，本書描述了許寰哥家族幾位女

性的傳奇經歷，為我們展示了早期菲律賓

婦女在家庭生活、家族事業發展中的重要

地位，這一點對彌補菲律賓婦女史的資料

與研究有重要意義。本書的頭號女主角是

終生未婚的商界女杰伊茜德拉‧許寰哥，

她從一個只接受少許教育的少女成長為家

族事業女掌門的傳奇故事，令人印象深

刻！她對商業的敏銳直覺、勤勞節儉的品

格、堅韌不拔的意志、自律克己的個性以

及熱心助人的精神，或許受到了與生俱來

的華人文化基因的熏陶；這些品質不僅使

她幫助許寰哥家族數次渡過難關，為家族

財富的積累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也為她

本人帶來了巨大的榮譽。在她逝世後，當

地《新聞晚報》對她做出如下評價，「她

不僅是一個顯赫大家庭的女家長，她還是

一位慈母，對那些不幸的人們、那些需要

幫助的人們、那些需要捐助的人道主義慈

善機構，她始終慷慨解囊，

毫不吝嗇她的時間、精力與財富。她

總是分享她的善良、關心家鄉與人民，她

推動了打拉省與菲律賓的發展與繁榮……

她的逝世不僅是家庭的損失，也是菲律賓

國家的損失，我們失去了一位好母親，她

用一生經歷詮釋了如何成為一位偉大的女

性。」一斑窺全豹，一位華裔混血兒婦女

的傳奇經歷讓我們領略到婦女在菲律賓商

業發展進程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許寰哥家

族發展中的「她力量」在多年後科拉松‧

阿基諾繼任菲律賓總統後再次得到印證。

此外，許寰哥家族的發展歷史說明菲

律賓華裔商業家族發展與政治參與密不可

分。在商業成功後，進軍政界是擴大其影

響，保障其家族事業的重要途徑。從梅拉

西奧‧許寰哥的初入政壇，到老何塞‧許

寰哥參與打拉當地的政治選舉，以及許寰

哥家族聯姻的名門世家蘇木隆家族與阿基

諾家族，都折射出菲律賓這個國家政商之

間難以分離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作者愛戴

的外祖父老何塞‧許寰哥，是本書的頭號

男主角，作者花了大量篇幅講述了他的人

生經歷及其對菲律賓政治、經濟與教育的

貢獻，包括對打拉省碾米業、制糖業的貢

獻、創辦菲律賓商業銀行。

下南洋的鴻漸人
——菲律濱許寰哥家族的故事

施雪琴 編譯

（○九二）

女兒執政三周
他信就成功復仇了？ 

當地時間9月6日，在經歷黨派內訌、派

系力量被逐出執政聯盟後，近來備受打擊的

泰國前副總理、國民力量黨主席巴威再次當

選該黨領袖。79歲的巴威誓言，該黨將團結

一致，不再分裂。

同一天，由佩通坦擔任總理的泰國新一

屆內閣宣誓就職。今年早些時候，泰國上議

院一批與巴威結盟的看守議員，以時任總理

賽塔的一項人事任命違憲為由，向憲法法院

提請終結他的總理職務，最終導致賽塔在上

台不到一年後便被解職。約三周前，在新一

輪政治動盪中，為泰黨的提名人、前總理他

信38歲的小女兒佩通坦，贏得了總理職位。

巴威領導的國民力量黨，是泰國2014

年政變後，軍政府領導人為繼續掌權而創立

的政黨。去年該黨加入為泰黨領導的執政聯

盟，外界普遍認為是巴威與舊敵他信達成某

種妥協的結果。這一不穩定的同盟關係，隨

著佩通坦將巴威的派系排除在新內閣之外，

正式宣告破裂。

「遊戲還沒有結束。」前民主黨議員沙

提對媒體表示，儘管巴威的勢力被從新政府

中剔除，但其影響力並未就此枯竭。

「兄弟反目」
「我的手在發抖。」以壓倒性多數贏

得總理職位後，佩通坦面對記者明顯有些緊

張，「我希望盡自己最大努力讓這個國家向

前發展。」

8月中旬，就在憲法法院對賽塔作出裁決

幾個小時後，多位執政聯盟的政黨領袖被緊

急召至他信官邸，商議新的總理人選。經過

緊張的幕後談判，他信的女兒佩通坦獲得提

名。

佩通坦從未擔任過議員或部長職位，只

有有限的黨務經驗，她的履歷對於總理來說

有些單薄。得益於父親的影響力，佩通坦最

終以319票贊成、145票反對、27票棄權和2票

缺席的結果，在議會成功過關。

巴威是這次投票唯二缺席的議員。去年

8月國會就賽塔的總理職位進行表決時，他也

沒有現身。此次巴威缺席的托詞，是自己作

為泰國奧委會主席，要為剛剛從巴黎返泰的

運動員們接風洗塵。

接風宴結束後，當被泰國公共廣播公司

的記者問及對當天早些時候的投票有何看法

時，巴威瞬間被激怒了。他抬手扇了提問的

記者幾記耳光，並呵斥：「你在問什麼？」

在隨行人員的勸阻下，原本打算繼續襲擊記

者的巴威被架上汽車，揚長而去。

事後巴威及其團隊辯解說，他的行為

沒有惡意，只是在與相熟的記者開玩笑。這

個說法泰國媒體並不買賬，直斥巴威威脅新

聞自由。其中，泰國公共廣播公司在社交媒

體上嘲諷巴威對記者施暴是因為惱羞成怒，

「眾所周知，巴威將軍夢想有朝一日成為總

理」。

巴威的失控，反映出他與他信及為泰黨

的緊張關係，在一系列事件的催化下，已經

達到沸點。

儘管兩人如今劍拔弩張，但多年前巴威

與他信也有稱兄道弟的時候。21世紀初，在

時任總理他信的支持下，巴威在軍隊系統平

步青雲，官至泰國皇家陸軍司令。近期他信

在公開場合披露了兩人鬧掰的原因。在2005

年，即將從陸軍總司令職位上退下來的巴

威，希望他信支持自己擔任國家反腐敗委員

會主席。他信認為巴威不具備該職位所需的

法律背景，而這些話傳到了巴威的耳朵裡，

兩人的友誼就此告終。

在2014年，巴威參與策劃了針對他信妹

妹英拉的軍事政變。2019年，通過操縱選舉

制度，巴威聯合政變盟友，竊取了為泰黨的

勝利果實。在2023年大選後政府難產的背景

下，為泰黨與國民力量黨結成同盟，但許多

巴威派系的議員不參加會議，不服從命令，

公然與為泰黨唱反調。

此外，輿論普遍認為，一批上議院看守

議員向憲法法院發起投訴，而導致賽塔倉皇

下台，背後就有巴威的運作。

賽塔5月改組內閣時，任命他信過去的

律師披集入閣。2008年，在為他信及其妻子

處理案件期間，披集和兩名助手在最高法院

的一個房間內留下了一個裝有200萬泰銖（約

合5.8萬美元）的手提袋，試圖賄賂法官。披

集隨後被判藐視法庭罪，處以6個月監禁，並

被泰國律師協會除名。在一批與巴威有關的

上議院議員向憲法法院提交請願後，今年8月

14日，憲法法院以5比4的投票結果裁定賽塔

缺乏擔任總理的道德標準。法院在裁決中指

出，披集過去的不當行為眾所周知，而賽塔

吸收有案底的律師入閣，是不恰當和不道德

的。

泰國法政大學法學院教授平雅對媒體

表示，法院使用的一些術語，比如「道德標

準」「誠實」，完全基於主觀判斷。「憲法

為各種道德調查留出了空間，憲法法院在解

釋憲法方面擁有很大的權力。」

9月6日，泰國新一屆內閣宣誓就職。佩

通坦的新內閣由36人組成，其中副總理6名，

分別來自為泰黨、泰自豪黨和泰國人團結建

國黨。為泰黨在新內閣中占主導地位，共有

17人入閣，掌管國防、交通、財政、外交、

公共衛生和商業等部門。

新內閣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5名賽塔執

政時期的副總理繼續留任。同時，內政部、

財政部和外交部的部長也沒有變動。與他信

關係密切的商務部長調任國防部長，表明為

泰黨計劃加強對軍隊的控制。

擔心反對勢力如法炮製，佩通坦在組閣

時更加審慎。來自泰自豪黨的內政部副部長

查達曾被指控下令實施兩起謀殺，他的職位

被女兒薩比達頂替。此外，來自國民力量黨

的農業與合作社部部長塔瑪納曾於1994年因

走私海洛因在澳大利亞鋃鐺入獄，亦被排除

在新內閣外。

國民力量黨內派系林立，當下主要是巴

威與塔瑪納兩派分庭抗禮。塔瑪納的政治生

涯始於1999年，當時他是他信領導的泰愛泰

黨的成員。不過一直到2019年，塔瑪納才代

表國民力量黨首次獲得議會席位。當時他說

服11個小黨派加入執政聯盟，支持巴育憑借

微弱多數執政。作為巴威的左膀右臂，塔瑪

納在前者的支持下於2021年成為國民力量黨

秘書長。不過，塔瑪納任職時間並不長，很

快就因捲入巴育和巴威的鬥爭，遭到罷免。

8月18日，他信與女兒佩通坦。當日，泰

國國王瑪哈·哇集拉隆功正式批准佩通坦·欽那

瓦出任總理。圖/視覺中國

為泰黨重新執政後，因為利益關係，塔

瑪納與他信越靠越近，與巴威則漸行漸遠，

最後反目成仇。在賽塔被解職後，塔瑪納帶

領派系成員出走，宣告獨立。塔瑪納一派有

約20名下議院議員，大多代表泰國北部的選

區。儘管塔瑪納未能入閣，但其派系的成員

在新內閣中分到三個名額，巴威派繫在新內

閣則顆粒無收。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他信對

巴威的報復。

與巴威決裂後，為泰黨邀請其長期競爭

對手民主黨加入執政聯盟。民主黨獲得了兩

個內閣席位，其中該黨領袖差倫猜接替了巴

威弟弟帕差拉瓦的職位，出任自然資源部部

長。

民主黨是創立於1946年的老牌政黨。

2001年，為泰黨的前身泰愛泰黨在他信的領

導下，結束了民主黨在選舉中的統治地位。

他信在2006年因政變下台後，民主黨與泰國

社會其他保守勢力聯手，試圖阻止他捲土重

來。在泰國街頭，民主黨與他信分別支持的

民間力量「黃衫軍」與「紅衫軍」長期對

峙，乃至爆發流血衝突，最終導致軍方在

2014年介入干預並發動政變。

為泰黨方面表示，儘管兩黨過去進行過

政治鬥爭，但隨著新一代領導人上台，過去

徹底成為過去。然而，民主黨籍前總理川立

派、前副總理班耶等黨內骨幹都對這種合作

關係表示不滿。在2019年和2023年選舉中慘

敗後，民主黨已逐漸被邊緣化。如今加入為

泰黨政府，勢必將動搖支持者的忠誠度。

與民主黨結盟後，佩通坦領導的執政聯

盟擁有將近300個下院議席，權力更為穩固。

但雙方能否真正擺脫麻煩不斷的歷史，以及

這種盟友關係能堅持多久，都還要打個問

號。

爭鬥繼續
巴威是2014年至2023年統治泰國的軍政

府的「三巨頭」之一。另外兩人中，巴育已

在去年底進入樞密院，阿努蓬則在去年大選

前就宣佈退休，如今只有巴威還留在政壇。

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下，巴威似乎越來越被孤

立。

在2014年政變後，巴育、巴威以及阿努

蓬三位軍事將領創建了全國維持和平秩序委

員會，以控制泰國。巴育在2014年9月出任總

理，巴威出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而阿努蓬

則擔任內政部長。

為了繼續掌權，這些政變領導人及其

盟友創立了國民力量黨，並對選舉制度作出

調整。在2019年的選舉中，由於計票方式不

利於大黨，且遭到軍方委任的上議院議員阻

撓，為泰黨雖然獲得了最多的議席，但未能

成功組閣。最終，國民力量黨竊取了勝利的

果實。

2019年大選後，「三巨頭」重新劃分權

力，其中巴威主持國民力量黨事務，並管理

執政聯盟的議員；阿努蓬作為內政部長，監

督所有省長和地方政府機構；而巴育作為總

理則負責內閣的任命和運作。在新安排下，

巴育從巴威手中接過國防部長職務和管理國

家警察總署之權。這給兩人後面的關係變質

埋下伏筆。

巴育雖然是國民力量黨推舉的總理，

但他是無黨派人士。在其任上，巴育與執政

聯盟中的議員們始終保持著疏遠的關係。而

國民力量黨成員認為，作為執政聯盟的最大

黨，他們沒有獲得相應比例的內閣職位，對

巴育的不滿日積月累。

2021年9月，當時巴威的左膀右臂、國民

力量黨秘書長塔瑪納與反對黨議員合謀，企

圖通過不信任動議將巴育趕下台。由於計劃

洩露，巴育挫敗了針對自己的陰謀，並迅速

採取報復行動。在未與巴威商議的情況下，

巴育解除了塔瑪納的農業部副部長職位。幾

個月後，塔瑪納及其派系的多位議員因「製

造黨內分裂」被開除黨籍。

隨著內部鬥爭加劇，巴威控制的國民力

量黨與為泰黨進行了試探性的合作，再次對

選舉制度作出調整，使之有利於規模較大、

資金充沛的政黨。自那時起，他信與巴威達

成秘密協議的猜測開始甚囂塵上。其中一些

猜測，為泰黨將支持巴威在新政府擔任總

理，從而換取流亡多年的他信回國。

到了2023年1月，隨著大選的來臨，巴育

與巴威的分歧幾乎公開化。巴威在社交媒體

發文說，巴育將與國民力量黨分手，代表泰

國人團結建國黨參選。「我說過，我們仨始

終會在一起。我還是這麼想的。現在我的感

受難以言表，只能對他表示祝賀，並祝願他

在選擇的新政治道路上取得成功。」

作為新政黨，泰國人團結建國黨試圖通

過挖角國民力量黨及其他黨的議員來壯大力

量。與此同時，國民力量黨再次向塔瑪納派

系敞開懷抱。由於巴育出走、支持率分化，

加上泰國民眾對軍政府的厭惡，這兩個親軍

政黨在選舉中遭遇滑鐵盧。選舉失利後，巴

育在去年底加入泰國國王的咨詢機構樞密

院；而儘管賽塔政府中沒有巴威的位子，但

他仍繼續通過國民力量黨對執政聯盟施加影

響。

國民力量黨在下議院擁有40個席位，

是議會中的第四大黨。但分析指出，隨著該

黨被推入反對黨行列，以及塔瑪納派系的出

走，目前效忠於巴威的議員將逐漸與他保持

距離，或轉投其他政黨。這意味著，即將步

入80歲的巴威，或許很快將迎來政治生涯的

終結。

但執著於總理之位的巴威不會輕易認

命。

在軍政府執政的九年時間裡，巴威與國

家反腐敗委員會在內的多個獨立公共機構建

立了牢固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