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4 月 3 日 7
时 58 分，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 7.3 级地震，
震源深度 12 千米。据台气象部门统计，主震
过后，截至 3 日 22 时 37 分，已有 216 起震中
在花莲县及花莲近海的地震。台气象部门表
示，这是“9·21”地震发生 25 年来最大规模
的地震。

据台“灾害应变中心”截至当天 22 时统
计，全台灾损伤亡共 9 死、1011 伤、143 人受
困。花莲灾情最惨重，苏花公路落石砸中车辆
造成伤亡，并有 2 栋大楼严重倾斜，警消全力
搜救中。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有关方
面高度关切，向受灾的台湾同胞表示诚挚慰
问，将密切关注灾情和后续情况，愿提供救灾
协助。

强 震
主震后又狂“摇”200多次

花莲县海域发生 7.3 级地震，全台有感，
最大震度在花莲 6+，接着又发生 200 多起余
震，台气象部门发布海啸警报。

台气象部门地震中心前主任郭铠纹表
示，这次强震能量释放相当于 32 颗原子弹，

“9·21”地震则是 46 颗，幸好这次震中不是在
陆地上。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蒋海昆在接受
总台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地震震级大，
破坏力比较强，此次地震为逆冲型破裂。

4 月 3 日晚间，台气象部门公布统计结
果显示，截至当日 20 时 25 分，已发生 1 起 7
级以上地震、2 起 6 级以上地震、12 起 5 级以
上地震、87 起 4 级以上地震及 99 起 3 级以上
地震，其中显著有感的地震 71 起、小区域地
震 130 起。

伤 亡
已造成9人死亡1011人受伤

强震发生后，最大震度所在地的花莲陆
续传出严重灾情。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据台

“灾害应变中心”截至当天 22 时统计，全台灾
损伤亡共 9死、1011伤、143人受困。花莲灾情
最惨重，苏花公路落石砸中车辆造成伤亡，并
有 2栋大楼严重倾斜，警消全力搜救中。

据台湾 ETtoday 新闻云报道，目前确认
花莲共有 9 名民众不幸遇难，分别为在花莲
县秀林乡富世德卡伦步道有 3 名游客遭落石
击中死亡，有 3 名民众分别驾车行经台 8 线、
台 9线公路遭落石击中车辆死亡，有 2名工程
人员分别在台 8 线公路、和仁矿区内遭落石
砸中死亡；1 名民众在花莲市区天王星大楼
受困死亡。据初步调查，在天王星大楼受困死
亡的女子，是花莲农校的老师，原本在强震发
生后已经逃离大楼，但约 13分钟后、上午 8时
11 分监视器拍到她疑似为救猫而重回大楼，
不料却再也出不来，令人唏嘘。

灾 情
民宅倾倒、8架战机疑受损

据台“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全台各地传
出 1103件灾情，主要是铁路、高铁、捷运 3件，

建筑物损毁 125 件，民生基础设施 189 件，道
路、隧道灾情 28件。曾停电 317193户，曾造成
停水 125675户。

花莲县灾情惨重，共有 17 栋建筑物倾
倒。花莲北滨街“幸福时刻早午餐”房屋倾斜
往路面倒，一楼被压到不见，路边车辆全部紧
急暂停行驶，民众尖叫不断。花莲旧火车站前
轩辕路与中山路口一栋近 40年的 9层楼天王
星大楼严重倾斜、摇摇欲坠，多名住户受困。

不少住户紧急逃出，现场还有人大喊“我老婆
困在里面”。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位于花莲北区
的空军基地也传出灾情，地震导致基地内的
机堡、机库及营舍墙面多处发生龟裂脱落，
目前至少有 8 架 F-16 战机因碰撞造成轻微
损伤。

此次地震还造成通往花莲的铁路、公路
中断。全台多处公路发生塌方落石。而位于宜

兰县头城镇的龟山岛也传出灾情，有民众拍
到一部分断裂，下方还溅起一团粉尘，画面十
分惊悚。

另外，据台当局教育事务主管部门统计，
有 380 所学校受损，初估损失金额共计 25030
万元（新台币，下同）。其中，位于花莲县的东华
大学一栋教学楼在震后也传出爆炸声和火
警，火势延烧数小时仍未扑灭，暂时没有人员
伤亡的消息。

影 响
北捷、高铁运输一度全停摆

此次地震全台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发生
时，台北市剧烈摇晃至少 1 分钟，致台北捷
运全线暂停营运 40 至 60 分钟，进行安全检
查。高铁、机场捷运也宣布停驶，旅客都被赶
下车。

高 铁 公 司 表 示 ，高 铁 一 度 全 线 暂 停 行
驶，并采取降级运转，其间取消 44 班次，调
整为发 22 班全车自由座列车，13 时 53 分全
线恢复正常运转。机场捷运暂停营运 1 小时
以上。

台湾核电厂以及台积电等知名厂商是否
“震伤”也备受关注。台积电表示，为确保人员
安全，依公司内部程序，部分厂区已进行人员
疏散。台“核安会”表示，核一、二、三厂燃料冷
却系统均维持正常运作。

此外 ，台湾 ETtoday 新闻云报道 ，地震
发生时，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正主持晨会，他
第一时间躲到桌下，手中紧握麦克风。强震
导 致 全 台 摇 晃 ，有 台 媒 报 道 ，台 北 晶 华 酒
店、郭台铭所住豪宅等多处顶楼泳池瞬间
变成“瀑布”。甚至有一群大学生攀爬台湾
最高山峰玉山，登顶时正准备拍学士照，不
料遇上强震，吓得所有人赶紧坐下彼此抓
紧紧。

救 援
全力搜救 企业献爱心

7.3级强震发生后，台湾岛内相关部门成
立“地震灾害紧急应变小组”，包含台消防部
门特搜队在内的各县市消防局特搜队伍，全
数赶往花莲救援。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受地震影响，花莲
县秀林乡锦文隧道南口路段内有20辆车及41
人受困。台公路部门 3 日晚间表示，下午已顺
利将受困民众救出。

岛内民间专业救援团体也迅速投入抗
震救灾中。慈济花莲本会成立“0403 花莲地
震灾害关怀与应变机制”，花莲慈济医院也
启动应变机制。慈济持续了解灾况与需求，
在花莲县政府成立的避难与收容点、救灾
地点成立服务中心，提供救灾人员与受灾
乡亲物资与关怀。

此外，台湾多家企业为灾区捐献爱心。
宏碁公司先捐出 600 万元协助救灾及重建。
永龄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将捐出 6000
万元协助救灾及重建。台新金控宣布，将捐
款 1000 万元作为赈灾之用，其中 600 万元指
定捐予此次灾情最严重的花莲。台湾中信金
控公司宣布，捐款 2000 万元协助赈灾及灾
区重建工作，与灾区民众携手共渡难关。

7.3级强震已致9死超1000人伤100余人受困

台湾发生25年来最大规模地震
国台办：愿提供救灾协助

□海峡导报驻台记者 叶新航 记者 林连金

3 日早晨，花莲海域发生 7.3 级强震，
全台震感强烈。

地震发生时，福建日报社旗下海峡导
报驻台记者正在台北市 101 大楼附近租
住的公寓中休息，突然被摇晃惊吓到。初想
来台一月有余，经历地震已是常事，便没有
在意。没承想，摇晃愈加剧烈，衣柜门和抽
屉都被震开了，桌上的东西散落一地，一片
狼藉。待第一次强震稍歇，一查看发现竟连
马桶里的水都被甩出到了地上。

未过几分钟，余震即袭来。于是，迅速
换装、穿鞋、出门躲避。此时，电梯已自动启
动安全保护装置停止运行，遂只能徒步从
十楼下到一楼。只见门口的大型盆栽倾倒

在地，路上行人纷纷在骑楼下躲避可能出
现的高空坠落物。

此时，正值早高峰，驻台记者来到邻近
的捷运站，站内已挤满了赶着上班的民众。

但台北捷运因地震预计将停运 40至 60分
钟，有焦急的民众赶着上班，花费往常三倍
的价格，但仍叫不到网约车。

此次强震也造成了大陆部分沿海地
区震感明显。导报驻台记者下楼避险，收
到了厦门家人的关心，被告知厦门亦是震
感明显。

经查证，方知此次强震是台湾“9·21”
地震发生 25年以来最大地震，截至 3日 22
时仍是余震不断，累计已超过2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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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马 英 九 向 黄 花 岗 七 十 二 烈 士 墓 敬 献 花 篮
后鞠躬 。当日，马英九率台湾青年一行在广州瞻仰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墓园。 新华社 发

马英九率台湾青年瞻仰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

4 月起，台湾新版电价费率“上路”，
工业、家庭及小商家用电全面调涨，平均
涨幅为 11%。据记者观察，3 月 22 日方案
公布以来，台湾社会的反应用“民怨炸
锅”来形容毫不为过。舆论直指，电价上
涨点燃物价上涨的“狼烟”，各行各业深
受其害。有专家疾呼，能源政策不改，“涨
电价就是个无底洞”。

关于此次涨电价，台当局强调“吃大
户”原则。每年用电量 5 亿度以上、用电
连续两年增长的企业，被列为“用电大
户 ”，设 四 级 涨 幅 ，分 别 为 15%、18%、
21%、25%。据岛内媒体报道，这类企业多
为半导体厂及数据存储商。“一般工业”
涨幅则为 7%至 14%，约有 44万家产业用
户受影响。

方案公布后的首个立法机构质询
日，有民意代表公布，测算显示，半导体
龙头企业台积电每年用电成本将增加
170 亿元（新台币，下同）。“元大投顾”3
月底发布研究报告也指出，存储器、封
测、面板等半导体行业均为高用电产业，
受电价调升影响较明显。

最受冲击的还数传统产业。“元大投
顾”报告说，钢铁、水泥、航天等产业获利
将减少 4%至 12%。以钢铁业为例，生产 1
吨钢筋约需 450 度电，推估每吨钢材需
涨价 180至 230元才能抵消成本上涨。

刚闭幕的台湾 2024 工具机展上，记
者询问厂商电价问题。一位台中的工厂
负责人说，台湾工具机行业早已无价格
优势，“电价说涨就涨，产品却没有涨价
空间，成本只能是业者默默承受”。

此次涨电价名为“吃大户”，实则“全
民有份”。民生用电分成 4 级调涨，以每
月用电 330 度、700 度和 1000 度为界，涨
幅在 3%至 10%。这与过去千度以下民生
用电不受影响的做法大相径庭。

叠加台湾行之多年的“夏月”政策（6
至 9 月电价上浮），有媒体测算，三口之
家每月电费逼近 2000 元。有网友戏称，
想在炎炎夏日将电费控制在可承受范围
内，就得学会“瞄着电表开空调”。

连日来，标榜“节能省电”的空调占
据岛内各大报纸广告版面。台北一场家
电展上，“一键节能 40%”“连接 App 试算
电费”等功能的电器大受欢迎。甚至有烘
衣机以煤气取代电力，商家介绍比传统
用电型省电超过 30%。

此次涨电价，压力最大的是商家。根
据方案，小商家用电以 700 度、1500 度和
3000度为界，涨幅在3%至10%。约有91万
户小商家受影响。而台经济事务主管部门
还连连“喊话”店家不得以电价上涨为由调涨售价。

记者在台北南港一家涮涮锅餐厅了解到，不到 30 平方
米、只有十几张桌子的店面，全部使用电磁炉，每月用电就已
超过 3000 度。许姓老板说，去年涨过一波电价，每月电费增
加近1万元，套餐价格略微上调了10元。今年电价又涨，若再
上调价格怕影响客流，“可如果实在涨得吃不消，也只能相应
提价”。

台湾观光旅馆公会日前表示，旅馆每天需要用电，电价
占成本支出大约两三成。今年平均房价比去年高出每天
100至 200元，考虑用电成本，明年可能还要上涨。台湾铁路
公司近日证实铁路运输票价将调涨，另有医院、电信等行业
都“放风”将相应涨价。

台当局“主计总处”估算后表示，电价调涨对消费者物
价指数（CPI）直接影响 0.12个百分点，今年台湾CPI增幅可
能突破 2%。

台湾电价调整频率为一年两次检讨（4 月和 10 月），电
价调整幅度定为正负 3%的区间。此次，由于台电累计亏损
已达 3000 多亿元，台当局“不得不”全面调涨电价。对此，台
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一语道破：“不是电价不足造成亏
损，而是政策造成亏损。”

“非核家园”被称作民进党的“神主牌”，民进党 2016 年
上台后不久就在台立法机构通过相关法案，电商的发电配
比必须符合能源政策目标（天然气 50%、燃煤 30%、再生能
源 20%），2025年前彻底关停核电。2022年，民进党当局又推
出新的“减碳目标”，计划 2030 年电力配比调整为“523”，即
燃煤降为两成、再生能源提升到三成。

台湾经济专家朱云鹏在专栏文章《电价非涨不可？请先
检讨能源政策》中指出：“能源结构中，把发电成本低的比重
下降，把发电成本最高的绿电和次高的天然气大幅上升，所
有的负担都由台电和中油承受，怎么可能长期承受得起？”

有岛内网媒盘点，2016 年民进党上台迄今，电价只涨
不降，先后调涨 4次，涨幅累计高达 33.4%。

台《经济日报》社论说，这次电价大涨为蔡英文的能
源政策画下遗憾句点。台电生产体系与国际能源价格过
度联动，就不可能有稳定电价；扭曲发电配比与高价外
购电力，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生产成本。“能源政策不改弦
易辙，电价波动就会嵌入我们的生活，也将成为执政绩
效的长期痛点。” （新华社台北4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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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故乡 60 年了，一生都在漂泊，一
生爱祖（籍）国、爱文学，回到福州，最想说的
是六个字——感动、感激、感恩。”旅荷华人作
家林湄一开场，就是浓浓的乡情，说到动情处
抑制不住热泪盈眶。

这是 3月 31日记者在福建省海峡民间艺
术馆看到的感人一幕。当日，福建省台港澳暨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福建省作家协会、冰心
文学馆、海峡文艺出版社在此联合举办林湄
创作座谈会，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林湄作品
的思想内涵、林湄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
的价值和意义等深入探讨。

诗人余光中曾经说过：“乡愁是人类普遍
的情感，和爱情一样是永恒的主题。”对漂泊
在外数十载的林湄来说，故乡福建正是文学
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林湄幼年时和祖母一起生活在福清乡
间，快乐的童年时光给了她文学创作的灵感。

“最美的时期还是童年，童年是我生命的摇
篮，无论后半生漂泊到哪里，童年永远是一幅
不能退化的图景。我记得故乡的溪水很清，我

和小伙伴们经常在里面捞鱼。”说起故乡福
清，已到耄耋之年的林湄仍是一脸童真。

她在散文集《点亮高处的灯》中这样写
道：“我出生于太平洋西岸的福建泉州市，饮
闽江水长大，于黄浦江畔成家，在香港维多利
亚海湾工作……生命之舟漂啊漂，有一天，竟
然漂到原生存地的对角线上——大西洋东岸
的北海边居住。从‘在水之湄’漂到‘在水之湄’，
真是与‘水’有缘啊。”她在文中大多写与中国
有关的题材，即使写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如

《异乡的祝祷》一文提到的荷兰人阿博，也对
中国“情有独钟”，有着很深的情感。

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萧成对
林湄创作中闪耀的独特生态美学很是推崇：

“她的乡愁在地生根，中西文化的对话、交流
在其作品中做到了融会贯通。”

由于喜爱文学，林湄曾在中新社香港分
社做记者，工作之余，写散文，也写小说。她曾
与冰心、沈从文、巴金等一批学者名家面对
面，写就的一篇篇访问记接地气、有灵气，在
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采访大师，近距离触

摸他们的思想维度和人格魅力，深深影响了
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林湄说。

林湄移居荷兰后开始尝试各类文学体裁
创作，其中长篇小说《漂泊》《浮生外记》等多
部作品反映了海外华人的生活和命运，引起
读者共鸣。这期间，她花 10 年时间创作了一
部 50 万字的长篇小说《天望》，从一个华人角
度描摹欧洲某国的现代生活图景，这部作品
被誉为“21 世纪的《唐吉诃德》”，并在 2009 年
荣获“中国女性文学奖”。此后，林湄又创作了
姐妹篇《天外》，并在 2016 年获得华侨华人

“中山文学奖”优秀作品奖。
如今，林湄仍能保持初心，痴迷文学，写

乡情、写文情、写友情，文学成了其生命的支
点，她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正在创作中，已经完
成了 17万字。

作为此次会议的主持人，福建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
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李诠林更关注林湄文
学创作的中国抒情性与情感真实，“她的文学
创作，如散文集《点亮高处的灯》，可以说是同

为福建走出的明代学者李贽‘童心说’的体现，
也有着美籍华人学者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
等所说的‘中国抒情传统’，有童心般的真心，
字字句句都呈现着作者自身的情感真实”。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受此影响，林湄特别
注重个体情感表达，总能借助清新自然的文
笔传递对人生的思考，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
深厚的思想内涵为读者津津乐道。

“一篇文章中，出现了康德、老子、庄子、
荀子、培根、亚里士多德等诸多中外哲学家，
作者在湖畔与他们隔空对话，这样开阔的思
想和深远的思维，令人赞叹。”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老师王茹读了林湄的散文集《湖畔岁
月》中《大自然，我的课堂》一文后深有感触。

当日，林湄谈得最多的是祖（籍）国。一想到
祖（籍）国，这位甘于清寂、淡泊名利的海外女作
家每天都充满感恩。“这里是我们的根，即便是
身体移民到外面，但根植于灵魂深处的依然是
中华文化。”林湄感叹，越老越怀念故乡，现在每
天只想着能多做对历史、对文化有意义的事。

“根植于灵魂深处的依然是中华文化”
——旅荷华人作家林湄创作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树红霞

台北震感强烈，马桶里的水都被甩出来了
□海峡导报驻台记者 叶新航

▼强震发生时，花莲县北滨街一栋公寓
大幅度倾斜。 新华社 发

▶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外发生塌方。
新华社 发（台湾中时新闻网供图）

▲台中市被落石砸坏的汽车
新华社 发（台湾中时新闻网供图）

■现场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