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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为 经验智慧不可低估

汤亚平

2011

年

8

月

6

日， 对林勋准和他创立

的互联语来说， 应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一场在深圳举行的 “互联网创新暨互

联语信息发布会” 活动， 宣告了被命名为

互联语

V1.1

版本， 包括互联语概念及其

两 个 应 用 载 体 ———“国 际 聊 天 室

（

360ichat.com

）” 和 “互联语国际翻译手

机 （

IL phone

）” 的

IL

体系正式问世。

坦白说， 这次以林勋准为主角的深

圳市创新互联语研究中心及深圳市企业

信息化协会主办 “互联网创新暨互联语

信息发布会” 活动， 其阵容谈不上强大；

所吸引到的深圳本地媒体的报道， 无论

在篇幅还是评价上都不算高调。 这反而

增添了笔者对这位老有所为的信息技术

专家的关注。

然而， 低调发布并非内容不重要。

全球人口在今年

10

月

31

日达到

70

亿。

地球人口分布于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共

2500

多个民族， 操

5000~7000

种语

言。 妨碍不同国家和民族自如交往的最

大障碍是语言不通。 尽管国际社会尤其

是联合国高度重视国际语言互通， 数十

年从多方面做出巨大努力， 但迄今未能

提供一个整体解决方案。 借助于国际互

联网技术的应用普及， 参与了中国第一

代计算机研发的老科技专家林勋准， 在

他退休后经不懈努力， 经过十几年的时

间， 终于发明出一套简单易学、 依托互

联网并建立于多学科基础的 “互联语

（

Interlanguage IL

）” 体系。

触发林勋准灵感的起步点 ， 源于

1992

年第

25

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后的一次

西班牙之旅。 该届奥运会大量并且成功

地使用了各类图形符号。 林勋准强烈地

感受到， 要解决国际间语言互通， 需要

定制一种易于全球共识且能人机共识的

简单语言。 经过努力， 他研究出一套可

借助纸和笔， 用包括图形、 文字、 编码

等语素， 以表格式句型组成的书写语言

进行互动交谈的

IL

符号语言。 这种符号语

言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符号通讯系统， 是人

类最易共识、 最小化且结构完整的语义表

达书写语言系统。

这套系统不仅好学易记， 而且能够描述

从一般会话到商务洽谈、 情感及其强烈程度

的表达， 甚至思想观点交流这种纯粹抽象

化、 哲理化的内容。 正如同聋哑人之间使用

手语交往和在军队中采用旗语一样， 符号语

言系统的好处正在于可避免对科技的过分依

赖， 它符合于后现代社会中人类对本体价值

的反思和技术异化倾向的担忧。

要换个角度看， 作为一个完全在退休

后独立研发的成果———互联语

V1.1

版本的

推出， 在相当程度上驳斥了所谓退休人员

知识老化， 思想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陈词滥

调。 在信息行业这个被公认为高速运转、

尤如逆水行舟的领域， 尤其在基本没有研

发经费支持的条件下， 于退休后取得重大

突破， 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需要有雄厚扎

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积淀。 林勋准只

是证明了老科技工作者是财富这一真理， 希

望社会各界懂得他们的经验结晶和智慧不容

低估。

接下来， 成果突破应用和产业化的难

题更大。 互联语体系只有通过建立 “全球

互联语标准组织” 以推动

ILP

国际性地位的

确立， 才能够真正拆除语言国界藩篱。 诚

如这位老者自己所言， 要达到这一足以让

每个中国人为之振奋的目标， 无论如何是

难以 “由我个人， 甚至仅依靠几个行业协

会， 或数家大型企业的努力” 所能够推动

的， 它必须纳入国家战略发展层面考量，

通过国家行为的政府引导、 产业跟进， 再

辅之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协调来综合发

挥作用。

一位明眼人坦言， 像林勋准这样虽曾官

至厅局级， 但如今早已是平头百姓的个人发

明成果， 能否引起相当级别的决策层给予足

够的重视， 能否被纳入引导国家实现战略性

跨越的宏观考量范围， 仍然是一个难以让人

释怀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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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随笔

Weekend Essay

先买车，当“拜房教”的叛徒

孙勇

几天前， 一个亲戚来我家做客。 谈到

房子问题时， 他感叹，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潇洒得很， 房子还没买， 却先买起小汽车

来， 这让他搞不懂。 我笑道， 时代在变

化， 年轻人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也肯定会随

之而变， 更何况上帝并没有规定买车和买

房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到底应该先买房还是先买车？ 这个问

题若是放在十年前， 先买房恐怕是当然之

选。 而眼下， 在买房和买车发生冲突时

（主要原因自然是买者钱不够多）， 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了先买车， 这些人主要是

80

后或

90

后。 当然， “官二代” 和 “富二

代” 是不在其中的， 他们有能耐将买车和

买房同时搞定。

有房才能安居， 安居才能立业， 才能

组建家庭生儿育女。 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住

房观。 随着住房商品化运动的展开和 “炒

房热” 的兴起， 房子的投资功能也受到了

国人的追捧。 居住功能和投资功能合二为

一， 进一步巩固了房子在国人心目中的神

圣地位。

然而， 物极必反。 房子在成为少数人

的掌上明珠时， 也成为大多数人肩头的沉

重大山。 “房奴”、 “蜗居” 和 “蚁族”

等创新词汇的出现， 就是 “拜房教” 兴盛

之下民生图景的真实写照。

所幸的是， 并非所有的老百姓都甘愿

做房子的信徒和奴隶。 日益觉醒的年轻人

开始向 “拜房教” 发起挑战。 “先买车”

就是针对 “拜房教” 的时代反动。 或者

说， 在钱不多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先买车的

年轻人， 是 “拜房教” 的叛徒或反动派。

他们的出现， 让我觉得眼前一亮！

叛徒或反动派们用行动证明： 不当房

奴当车主， 生活照样能幸福。 至于房子

嘛， 租着住就行了。 将来若有能力有闲

钱， 再买房子也不迟。 相比之下， 那些殚

精竭虑、 精打细算、 厉行节约、 成天想着

要买房的人， 活得多累！

有人说， 买车纯属消费烧钱， 买房

不仅是消费还是投资。 此言差矣！ 因

为， 买了车之后， 车主不仅拓展了生活

半径， 看到了更多的人生风景， 而且节

省了出行时间， 腾出更多的光阴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 这就相当于延长了自己的

生命， 而生命是最宝贵的， 非尘世间任

何物质财富所能比拟， 所以说， 与买房

子相比， 买车是一种更有远见更有智慧

的高级投资。

年近

40

的我， 最近也在考虑买车。

上周， 我去驾校参加培训， 发现到场的几

百人几乎都是年轻人， 尤其以

80

后居多。

交谈得知， 他们中很多人并没有买房。

“先买车潇洒一下” 是他们的口头禅。 说

这话时，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轻松和自信，

这让我心中生出一种莫名的温暖与感动。

这种感受， 我暌违已久了。 因为， 每当与

同龄人或长辈交谈时， 他们张口闭口都是

房子， 这种单调的话题在我四周形成无形

的墙， 让我备感压抑与无聊。

或许可以这样说： 房子是固定的车，

车子是流动的房， 两者各有自身不可替代

的价值。 能够同时拥有房子和车子固然好，

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 这种两全其美

的事毕竟难以一蹴而就。 因此， “先买车

还是先买房” 将会作为一个真问题而长期

存在。 当然， 无论选择何者为先， 都自有

其道理。

不过， 我却有一个 “私心”： 希望先买

车的人能多一些， 再多一些。 在这个越来越

钢筋水泥化的都市丛林时代， 那些敢于先买

车的年轻人， 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元、

更丰富的启示与点缀。 这个看似小小的优先

之选， 正在吹响打倒 “拜房教” 的时代号

角， 朋友， 难道你不觉得它动听吗？

住宅

70

年产权

与糟糕的房地产投机潮

黄家章

当你投资一幅齐白石的国画作品时， 如果卖家跟你说：

且慢， 你投资的仅是齐白石的画， 而画的宣纸只有 70 年的

租让期。 对此， 你肯定会感到荒诞和不可思议， 有哪一幅国

画能够离开宣纸而存在？ 是的， 这一幕并不是现实， 而是笔

者设想的一幕。 但当你试图在国内投资即使是由贝聿铭设计

的一幢房子时， 这种荒诞和不可思议将立马出现———你投资

的只是这幢房子， 而承载这幢房子的地只有 70 年的租让期。

换而言之， 这块地在 70 年后是随时可以收回的， 即使地上

立的是贝大师的建筑作品， 一到时限， 就可以拆掉， 让该地

第

N

次地又成为新的一张白纸， 然后又重新建起新的建筑，

循环往复无穷尽。

住宅 70 年产权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提出与实施， 在当

时是思想解放与大胆实践的结果。 它改变了改革开放前

30 年对土地无限期且无偿拨付进而无流动的困局。 1987

年 12 月， 深圳市首次公开拍卖一幅使用权为 50 年的

8588 平方米地块， 成就了内地近 40 年里土地拍卖的第一

槌， 土地使用权的买卖得以开展。 其后经历了 90 年代的

市场经济大潮， 尤其是房改， 国内房地产市场如火山般勃

发， 成为了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之一。 过去十年

里， 出现了几倍到十倍涨幅的房地产投资， 成为了先富者

与中产者热衷的重头戏。

然而在住宅 70 年产权的前提下， 所谓的房地产投

资说却是大可存疑的。 因为投资要义之一是对所有权的

投资， 现在的 “房地产投资” 是投资神马？ 就是那数千

百块砖和一些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几十或几百平方米的空

间？ 地不能投资， 房就能投资？ 这里只有房产， 无地

产。 地是皮， 房是毛， 过去在战争或动乱年代， 是皮之

不存， 毛将焉附？ 现在是和平与发展年代， 却又有一个

70 年产权的紧箍咒 。 皮之不长久 ， 毛又如何能长久 ？

投资的另一要义是时间， 就是要天长地久地持有那些物

有所值， 尤其是物超所值的资产， 按巴菲特富有洞察力

的夸张说法， 就是持有一直到永远。 从这个角度看， 从

郁金香到普洱茶等等曾经出现的古今中外的狂热， 都只

是投机而非投资， 投机性越大， 泡沫也就越大。 小学生

都明白， 永远与 70 年彼此有着云泥之别。 所以， 国内

的房地产投机虽不如战争年代那样只争朝夕， 但在这场

击鼓传花的游戏中， 投机者总是要力争在 70 年内把这

终会倒霉的 “花” 传给下一个接手者。 这里没有投资只

有投机 ， 而且是一种糟糕的投机———当下出现的退房

潮、 筹划的 “以房养老” 难以着手等乱象， 就是直接的

表征。

什么是投资？ 巴菲特、 李嘉诚们的投资成功， 绝不在

于买房。 巴菲特是除了满足自住之外就不再多买一套房；

李嘉诚的成功更是建立在卖出千套万套住房的基础上。 他

们聚积财富投资成功的一条根本秘诀， 在于对优秀的股权

进行投资， 而且要在这些优秀股权的股价被低估时集中买

入， 在它们的股价被高估时有序分批地卖出。 内在的原

因， 在于优秀的股权有主动的内生性增长， 而房价只可能

享有被动的水涨船高式增长。

当前房地产市场只有投机， 这仅是我们时代投资的

乱象之一。 乱象之后， 还蕴涵着大大小小的问题， 如，

为什么住宅是 70 年的产权？ 而不是 50 年或 80 年、 100

年？ 答案或许仅是当时决策者们拍脑袋的决定。 更根本

的问题在于， 就所有权而言， 土地权归属全体人民， 但

全体人民并没有因这项所有权而得到直接而具体的分红

收益； 反之， 全体人民却要在个人消费地产时， 一次性

地缴纳土地租借金。 问题因此成为了至今无解的悖论。

没有解决的问题终归是问题， 带悖论的问题更是问题堆

里的重中之重。 为什么 " 居者有其屋 " 是一项自古以来

就被不断提及的追求？ 答案或是“有恒产者有恒心”。 现

实更具体的问题是， 建在 70 年租让期土地上的房子， 是

否是“恒产”？

媒体曾报道， 国内一客户在 2010 年为办投资移民，

到香港买了一个 40 多平方米的单位， 他去律师楼签署文

件时， 买卖合同共有 73 份 ， 前 71 份记录着这块地从

1893 年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 他签署了第 72 份， 第 73

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 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买卖参与到

了历史当中， “我看着合同里写着 999 年的权限， 999 年

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 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记录的是 100 多

年以来的产权， 这让你非常踏实” （《三联生活周刊》

2011 年 10 月 13 日）。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有投资也有投

机， 这种市场化的自由买卖之所以能穿越逾百年的时光，

后面有着 999 年的期限作为根本支撑和完备的法律制度作

为保障。

较之曾有的政策多变期， 国内住宅 70 年产权的时间

考量与制度设计已经拉长， 这是一种进步。 只是与类似

999 年产权的制度相比较， 70 年产权在今天凸显的更根本

问题在于， 我们这一代人， 是否应该为民族未来的百年乃

至千年作筹划与思考？ 是否准备为此做一些或许能为万世

开太平的有益探索与作为？ 住宅 70 年租让期的土地制度，

并不能让国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古老而曾经多灾多难的大

地上， 显然有待改进。 70 年不是百年大计， 70 年折腾一

次， 按国人现在大约 73 岁的人均寿命来算， 每一代人毕

生都至少要经历这样的一次折腾， 为此将会付出不少的经

济与社会成本。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树木与树人都离不

开土地， 土地应该为树木， 尤其是为树人服务， 这就要求

土地管理有一种好的制度， 好的制度应该不折腾， 能经历

千百年的时光考验。

现在是底部吗？

旧菜刀

闲来翻看

K

线图， 看到沪指去年收

盘在

2808

点， 今年不狠努一下力的话，

收阴线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如果收出阴

线， 年线就是两连阴了， 这种情况， 有

沪指以来出现过

3

次。

1994~1995

年那次

后出现了一轮大牛，

2001~2005

年间出现

过两次， 随后出现了更大的牛。 这次又

如何呢？

看着

K

线图， 无端想起了很久以前

看过的， 似乎是但斌同志写的一篇用波浪

理论去诠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文章。 咂

摸一下味道， 确实， 中国的历史发展和

A

股发展之路共同之处确实很多， 都是在曲

折之中艰难上行； 而且， 正如每一次太平

盛世的出现， 都建立在 “一将功成万骨

枯” 的大乱世之后。 每一次牛市也都是踩

着大熊的尸体才得以光临， 这两者都极其

完美地演绎了 “福兮祸之所伏， 祸兮福之

所倚” 的辩证法。

那么， 回顾历史上盛世出现前的背景，

会有助于我们寻找

A

股的底部吗？ 搞不懂，

不妨八之卦之， 聊遣行情平淡时之无聊。

大家都清楚， 汉人古代历史中， 出现过

4

次大的文明高潮期， 分别是汉、 唐、 宋、

明。 汉唐公认， 宋明是否为文明高潮期存

在争议。 但窃以为毕竟在那个时期， 汉人

主要聚居区大体得享太平， 对乱多于治的

汉人来说， 归为文明高潮期应不为过。 如

果这样分类， 大体可以对应

A

股

4

次级别

较高的牛市行情了。 那么在这

4

次大级别

行情之前， 存在什么样的基础呢？

一、 人口急剧减少。 《史记》 说， 汉

初， 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 秦朝户籍人

口大概有

2000

来万。 也就是说， 汉初人

口缩减到了

600

万左右。 杜佑的 《通典》

佐证了这种观点。 这正是秦朝短短十几年

大兴土木以及

5

年左右楚汉战争的贡献。

汉末毫不逊色， 曹大人有诗云， 白骨暴于

野， 千里无鸡鸣。 宋明亦然。 可以说， 中

国历史上每一面王朝的大旗， 无不由我等

屁民的鲜血所染。 所谓英雄一朝拔剑起，

苍生又逢十年劫。

二、 经济极度凋敝。 又是汉初， 秦时

尚有国力兴土木讨四方， 到汉初匹马百

金， 天子不能具钧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

普通百姓生活如何自不待言。 放在很长一

个周期来说， 我们先祖的生活就是一套杯

具， 和打无法存盘的游戏一样， 好容易积累

下来一些或金币或积分， 然后哗啦死机了，

一切推倒重来。

三、 原有规则会被打破， 新规则会向

底层略为倾斜， 以求换取社会的稳定。 由

于每一次大乱世的来临， 莫不因社会各阶

层对原有游戏规则高度不满， 期待能够出

现新规则来改变生活。 秦朝砸烂了大批贵

族的特权， 权力高度集中， 对普通百姓压

榨过度， 以致出现了一批普通人再遵纪守

法也无法正常生活的畸形状态。 汉朝豪强

垄断权力， 曹魏虽改革出九品中正制， 但

依然是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势族。 因此注

定了只能是过渡政权， 一直持续到隋唐推

出科考， 才逐渐使社会底层寻找到一条相

对公平的出路。 唐朝中央弱、 藩镇强， 以

致祸乱不绝； 宋明则致力于削弱枝干集中

权力， 通过吸收大量平民进入执政阶层以

增强执政机构的合法性， 使得在野蛮的草

原文明冲击下摇摇欲坠的农耕文明， 仍能

绵延不息。 总体来看， 每一次推动社会剧

烈变革的主因， 或为普通人生活无以为继，

或为普通人缺乏政治上的想象空间， 也就

是海瑞所说的， 百姓口小， 过客口大。 而

在剧烈的乱世震荡后， 新的执政者吸取前

代教训， 往往会做出一些政策调整， 这样，

勤劳的先祖在一张白纸上又可以绘就新篇

章了。

A

股的底部不也是如此构筑出的吗？ 一、

参与人数剧减， 尤其是活跃账户缩减更为明

显。 这从每次熊市末端的开户数、 活跃账户

数、 成交量、 换手率中可以清晰看出。 二、

市值大幅缩水。 与古代历史的无数次推倒重

来高度相似，

A

股的牛市行情， 也几乎都建

立在对财富的毁灭式缩水基础上。 近如

2008

年一年沪指深跌

65%

， 远如沪指

1994~1995

两年跌

33%

， 大批一元股甚至 “仙股” 出

现， 平均股价降到

5

元以下， 平均市盈率也

随之下降到

20

倍甚至以下的水平。 三、 股

市政策的适度调整。 远的高度政策市就不用

说了，

2006

年的超级行情， 不正是建立在对

价式股改彻底改造

A

股市场结构的基础上？

同时， 市场的走强， 往往离不开供给政策的

调整， 包括对新股发行量的控制、 增量资金

供给的增加， 以及相对宽松的资金背景等。

那么， 现在符合这些条件吗？ 各位看官

不妨自己数数看。

官兵

/

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