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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抗震比预测地震靠谱

贾壮

观看四川省雅安芦山县

7.0

级地

震抗震救灾电视直播时注意到一个细

节

，

芦山县人民医院的大楼在地震中

没有遭到破坏

，

连容易受损的窗户玻

璃和楼顶的招牌都完好无缺

。

这栋建

筑是

2008

年汶川地震后由澳门特别

行政区援建

，

其抗震能力经受住了此

次强震的考验

。

据建筑结构方面的专家介绍

，

芦

山县人民医院大楼在此次地震之后仍

可正常使用

，

强震之后能够完好无损

，

应归功于大楼建设时使用的

“

弹簧隔

振

”

技术

，

这项技术在地震发生时发挥

了很好的抗震作用

。

看到了经过地震

考验的隔振建筑

，

建筑专家非常兴奋

。

和芦山县人民医院相比

，

附近的一

栋同样是

2008

年之后修建的建筑则坍

塌严重

，

虽然无法认定其建筑质量存在

问题

，

但在抗震技术使用方面同芦山县

人民医院大楼一定存在差距

。

新建筑尚

且受损

，

老旧建筑情况可想而知

。

中科

院的遥感评估显示

，

重灾区宝兴县县城

的建筑损毁率超过了

60%

，

其中多为老

旧民房和简易工棚

。

在震中所在的乡

镇

，

民居更是

100%

坍塌

。

地震时建筑物倒伏是带来伤亡

最主要的原因

，

避免伤亡的重点应该

是增强建筑物的抗震能力

。

对建筑抗

震的重视程度

，

我们的近邻日本有很

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

100

多年来

，

日本

是世界上对建筑抗震最为重视的国

家

，

1923

年关东大地震后

，

日本就制

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抗震规范和

桥梁抗震规范

。

在此后的时间内

，

日

本的建筑抗震努力一直在持续

，

1995

年神户大地震后

，

日本又对相关的规

范作了大幅度修改

，

增加了隔振设计

等内容

。

据了解

，

日本的建筑抗震包括多

个层次

，

从耐震

、

制震到免震和隔震

，

力求做到地震不对人造成任何伤害

。

耐震在理论上可以保证房屋建筑不被

破坏

，

制震是在房屋内部设置吸收和

消耗地震能力的装置

，

减少震动对建

筑结构的破坏

，“

免震

”

和

“

隔震

”

则采

用在房屋的双重基础之间设置

“

橡胶

钢板叠合隔震垫

”

等方法

，

将地震力与

建筑物隔开

，

理论上可能在大地震发

生时房屋内家具不倒

、

人不受伤

，

极限

可使房屋彻底不震

。

日本在建筑抗震方面的努力

，

对

于减少地震带来人员伤亡发挥了重要

作用

，

2011

年

“

3

·

11

”

大地震中

，

带来

较大伤亡的是地震引起的巨大海啸

，

而不是建筑物倒塌

。

相比之下

，

中国在

建筑抗震方面的重视程度

、

资金投入

和技术进步方面都有很大差距

。

因为

造价原因

，

一些先进的建筑抗震技术

根本没有推广

，

城市建筑虽然都有抗震

标准

，

可实践当中的执行效果很值得怀

疑

，

近年来的

“

楼倒倒

”、“

楼脆脆

”

和

“

楼

歪歪

”

屡见不鲜

，

建筑抗震能力可以想

见

。

至于广大农村地区

，

民居建设根本没

有任何防震考虑

，

即便一些地方政府有

意推动

，

农民出于成本考虑也基本不予

理会

。

面对灾难

，

我们从来不会屈服

， “

抗

洪抢险

”、“

抗震救灾

”、“

防汛抗旱

”，

核心

都是一个

“

抗

”

字

，

其中隐含的意思是通

过人力可以对抗灾难

。

这种精神固然有

助战胜困难

，

但更现实和理性的做法还

是要学会与灾难共存

，

尤其是中国这样

多灾多难的国家

，

特别需要树立灾难意

识

，

在能力范围内做足准备

。

拿地震来说

，

减少灾害需要多个环

节的努力

，

包括震前预测预警

、

居民防震

教育

、

增强建筑抗震能力

、

震后有效救助

和灾后科学重建等等

。

科学界已有共识

，

地震是无法预测的

，

震前预警的努力空

间不大

，

其他几个环节才是应该着重加

强的地方

。

此次芦山地震后

，

中国政府和

民间的救助行动是可以打出高分的

，

中

国在灾后应急能力方面已居世界前列

。

我们最大的短板在于建筑抗震和地震多

发区居民的防震教育

，

其中又以建筑抗

震问题最为突出

。

芦山地震的黄金救援期已经过去

，

接下来的工作将会逐步进入灾后重建阶

段

，

痛定思痛

，

重建中必须重视建筑抗震

的重要意义

。

2008

年汶川地震后

，

万科董

事长王石成为众矢之的

，

原因是他回应

外界质疑时曾说过万科员工捐款以

10

元为界

，

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

在那篇回

应质疑的博客里

，

王石还用了很大篇幅

述说自己的关注点在于住宅的耐震情

况

，

认为应该改进今后住宅建筑的抗震

能力

，

因为

“

生命是第一位的

”，

至今听来

依然是振聋发聩

。

语言与香港精神的内核

呙中校

朋友来香港

，

对我说

：“

香港还是

以英语为中心啊

。 ”

我问

：

何以见得

？

他说从他在香港繁华区问路可以看

出

，

对方听不懂普通话

，

或者说不清

普通话

，

情急之下他讲英文

，

竟能顺

利沟通

。

我对他说

，

你观察得很仔细

。

虽然

说香港回归中国已经十几年

，

但是普

通话教育只是从中小学开始

，

普通话

更是自由行推行之后才兴起

，

香港中

年以上的人

，

能听能讲普通话的还不

是很多

。

服务行业基本上已经是普通

话当道了

，

但还是有一些人不能听不

会讲

，

尤其是出租车司机

。

从语言来看

，

香港社会交流呈现

三个圈层

，

最核心的一层讲英语

，

主要

是用于金融贸易等国际化业务

；

最外

面一圈讲广东话

，

用于日常生活的交

往

，

是香港最广泛的也最草根的社交

语言

；

在英语与广东话之间

，

便是普

通话的生存空间

，

除了服务业大量使

用外

，

与内地有关的商业活动也是如

此

。

两文三语

，

已经成为香港语文的

特色

。

实际上

，

在中环

，

金融白领之间日

常交流使用普通话的也越来越多

，

原

因是这几年香港金融市场的内地因素

越来越强

，

香港金融圈吸纳的人才多

是带有中国内地背景的海归

，

因此在

中环不时可以听到纯正的普通话

。

普

通话在香港金融白领圈中流行

，

虽然

不会取代英语的核心地位

，

但却使普

通话超越一般的旅游交际等商务应用

（

主要向外圈辐射

），

有着和英语一样

的超然地位

，

在三个圈层中更向核心

圈层中辐射

。

说到英语的超然地位

，

显然与近

代以来香港的历史有关

，

自英国人占

领香港以来

，

英语一直是香港的唯一

法定语言

，

直到

1974

年

1

月

5

日

，

中

文才正式与英文并列为香港法定语

文

。

而香港法庭首次以中文

（

广州话

）

进行审讯

，

则迟至

1995

年

12

月

4

日

，

原因是当时的原告

、

被告皆不谙

英文

，

当时的外籍主审法官认为以中

文审讯更为适合

。

而香港法庭首次以

普通话进行审讯

，

则出现在

2002

年

10

月

。

我们在香港电视剧上看到的法庭

场景

，

双方律师都用广东话雄辩

，

但这

只是电视剧传播的需要

，

实际上在香

港高等法院的庭审

，

英语不可回避

。

由

于香港法律采用英美的普通法系

，

要

大量援引英文法例和判例

，

律师和法

官们在辩论的时候必须使用英文才能

准确表述

。

当然

，

需要出庭的当事人

，

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熟悉的语言

。

法治是香港现代精神的核心

，

而

香港法律系统又是英美法系

，

以这点来

看

，

英语在香港的核心地位难以动摇

。

同

样

，

在香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港式粤语

，

其地位也是稳如磐石

。

无论是内地来的

新移民

，

还是从南亚等地来的外籍移民

，

只要想在香港长期生活

，

都要学粤语

，

以

便更好地融入香港社会

。

粤语在香港成为社会通用交际语

言

，

也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

。

开埠以前

的香港

，

由於原住民多为客家人

，

客家话

自然是主要语言

。

开埠之后

，

香港是南来

北往客商的聚集地

，

大家按各自的圈子

使用一种家乡语言

，

对外交流按需要使

用官话或英语

。

二战后国共内战期间到

五十年代初

，

由于北方人大量涌入

，

其中

不少身怀巨资的资本家

，

在香港重新创

业

，

因而国语

（

北方话

）

在香港开始呈现

一定强势地位

。

不过

，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

广东及周边地区大量人口偷渡进入香

港

，

他们大多操广府话

，

这一方面为香港

日后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劳动力

，

另一方

面奠定了粤语在香港的社交语言地位

，

而方言只在家庭内部使用

。

即便粤语人口大增

，

但由于国语代

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

，

因而国语还

是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

当时香港电影

、

广

播都不少使用国语

，

国语电影在五六十

年代甚至成为主流

。

不过

，

香港

1967

年

发生的暴动使国语在香港的地位发生逆

转

，

七十年代粤语又凭借电视等流行文

化的传播

，

完全成为香港的

“

普通话

”。

虽然粤语是香港最基础最广泛的社

交语言

，

但是在香港社会

，

能熟练运用英

文者仍具有优势地位

，

即使他一点都不

会中文

。

小孩上学

，

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

言的

“

英中

”，

会认为比

“

中中

”（

以广东话

为主要教学语言

）

更佳

；

招工的时候

，

能

讲流利英文者自然优先考虑

，

更不要说

在上流社会

，

英语更是必不可少

。

金民、房民和股民的三个搞不懂

范卫锋

�M 总：

F

老弟

，

又见面了

。

上周

刚和你在

“

范言直谏

”

里聊了郁金香泡

沫

，

结果就赶上黄金大泡沫破了

。

F 记者：

黄金这一轮大牛市走了

12

年

，

仅仅

20

分钟的暴跌就把它毁

了

。

每盎司从

1900

多美元到

1300

多

美元

，

才两三天就跌了

30%

。

你好歹也

算和矿业沾边

，

没有研究一下为什么

暴跌

？

M 总：

往好听点说

，

众说纷纭

；

实

话说

，

稀里糊涂

。

公布的经济数据

？

十

几年来经济数据好好坏坏多少轮了

，

为什么偏偏是最近这几个不咸不淡的

数据引发暴跌

？

塞浦路斯打算抛售黄

金

？

这个弹丸小国能卖的黄金也就

14

吨

，

不值一提

。

巴菲特索罗斯看空黄

金

？

高盛唱衰

？

也难免太把这两个老头

和高盛当回事了吧

？

至于那些媒体

，

无

非是把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罗列一

堆

，

敷衍了事

。

F 记者：

短期波动往往都是随机

事件

，

媒体也不容易

，

它不知道原因

，

但总得对受众说点啥吧

？

M 总：

我觉得

，

如果黄金泡沫真

的破了

，

牛市就此结束

，

只有一个原

因

：

太贵了

。

黄金这玩意

，

基本没啥实

际用处

，

既不分红又不派利息

，

泡沫迟

早要破

。

让我奇怪的倒是另一件事

：

为

什么黄金暴跌

，

中国人反而都跑到商

场银行抢购去了

？

F 记者：

这情景确实诡异

。

你想

，

如果国际股市暴跌

30%

，

A

股开盘会

如何

？

股民们会去抢购吗

？

不用说

，

夺

路而逃

！

股票和黄金到底有啥不同

，

让大家心理反应截然相反

？

搞不懂

。

Ｍ 总：

你要知道

，

中国金民的心

理中

，

黄金不只是投资品

，

而主要是珠

宝商品

。

如果当成纯投资品

，

暴跌之后

固然本能地不敢买

，

但如果当成珠宝

商品

，

那就属于打折促销了

，

自然要排

队抢购

。

有钱赚固然好

，

如果再跌

，

大

不了做成首饰

、

传给儿女

。

股票就不同

了

，

中国人买股票就是为了赚快钱

，

只

是

“

炒

”

股

，

哪想过当传家宝

？

Ｆ 记者：

还有一点

，

黄金在历史

上早就走上神坛

，

加上这

１２

年牛市的

洗脑

，

各种大师一通忽悠

，

大家感觉它

真是刀枪不入了

。

Ｍ 总：

说到牛市洗脑

，

还有什么

能和中国的房子相比

？

前阵子出了国

五条

，

宣称要收

２０％

所得税

。

一个多月

下来

，

很多二手房不跌反涨

。

据说是大

家认为税费反正会转嫁到房价里

、

由

买主承担

，

索性提前先涨价

。

如果这事

情发生在股市

，

你说会怎样

？

F 记者：

2007

年所谓的

5

·

30

股灾

，

无非是加了一点印花税而已

，

股市几乎

三个跌停板

。

台湾上世纪

80

年代末大牛

市时

，

因为提出要收证券所得税

（

其实税

率极低

），

台股一泻千里

。

如果

Ａ

股宣布

征收

20%

的买卖所得税

，

不会有人觉得

税费反正会转嫁给买家

、

所以先来两个

涨停吧

？

大盘起码四

、

五个跌停板吧

？

搞

不懂的是

：

为什么股民和房民的心理反

应完全不同

？

生活中他们往往是同一批

人啊

！

Ｍ 总：

我在好几个城市都有房子

，

按照房价和租金的比例来算

，

都是

50

倍

左右的租售比

，

相当于股市

50

倍的市盈

率

。

我还有一些银行股

，

市盈率普遍只有

七

、

八倍

。

我困惑的是

，

如果房子值这个

价

，

那银行股肯定太便宜了

。

为什么这些

人作为房主时

，

就觉得楼价坚固如金

，

而

同样这些人

，

作为股民时

，

又认为楼市泡

沫一触即破

，

进而带来大量银行坏账

，

所

以要给银行股打个

5

折

？

搞不懂

。

Ｆ 记者：

和黄金的问题一样

，

咱也

可以试着从社会学入手

。

比如

，

和我们

的城乡差别特别大有没有关系

？

长期的

农业社会

，

导致老百姓对黄金

、

房产这

种实物特别迷恋

，

对无形的股票总是心

怀疑虑

。

20

年的房地产牛市

、

三代人一

同迸发的特殊需求

、

双方父母愿意给子

女买婚房的独特中国社会心理

，

对于形

成房民的刀枪不入心理

，

多多少少有作

用吧

？

M 总：

有点意思

。

光说中国的案例

不够

，

下回

，

咱们用社会学角度

，

琢磨一

下外国的

“

搞不懂

”，

比如日本的安倍经

济学之类

，

如何

？

F 记者：

行

，

咱们下次再聊

！

傲慢的最高院

顾惠忠

写下这个题目前

，

思量了很久

，

疑

惑和惶恐中反复思考的是

：

要不要

、

能

不能给最高院戴上这个帽子

？

还是先说事情的原委吧

。

笔者是一家财经报纸记者

。

年初

，

我们接到读者来信

，

反映上海市黄浦

区法院的一宗执行案

，

债务人借

3000

万元

，

法院要求还

1

亿元

。

法院执行出

了高利贷

？

我们的调查发现

，

法院之所

以计算出

3

倍的偿还金额

，

一是在于

逾期利息按银行同期利息的

4

倍计

算

，

二是法院拖延执行

，

应于

2009

年

下半年就能执行到位的案子

（

债务人

被查封财产足以归还债务

），

拖到现在

还不结案

，

导致利息成倍上升

。

采访中

，

我们还发现黄浦区法院

执行中一些不正常的行为

：

一是黄浦

区法院在被执行人对

《

执行裁定书

》

提

出异议并召开听证会后

，

迟迟不按照

法律规定就异议作出裁定

，

导致被执

行人正常的权利被剥夺

；

二是在拍卖

查封财产过程中

，

要求案外人参与拍

卖

，

在案外人不理睬后

，

对案外人采取

限制出境的司法措施

。

不过

，

黄浦区法院对此有自己的

解释

，

面对法律专家

，

我们浅显的法律

知识就显得单薄了

。

为更好地把握案

件及其涉及的法律法规

，

从而使报道

客观

、

公正

、

准确

，

本报记者给最高人

民法院新闻办发函

，

请他们安排专家

就我们提出的法律法规问题做出权威

解释

。

2

月

6

日

，

我们第一次拨打最高

院新闻发言人电话

，

将

《

关于上海一执

行案有关法律问题的采访函

》

传真至

最高院

。

2

月

7

日

，

担心最高院没有收到

传真

，

再次发送

。

2

月

26

日

，

仍未得到最高院的任

何回音

。

期间

，

多次拨打最高院新闻发

言人电话

，

无人接听

，

只让留言

。

无奈之

下

，

我们与国新办联系

。

随后

，

国新办工

作人员告诉我们

，

还需通过公布的新闻

发言人电话与最高院联系

，

并表示有人

接听电话

，

但打过去还是没人接听

。

3

月

15

日

，

我们将

《

采访函

》

送至最

高院

，

对方工作人员表示

，

过几天回复

。

但直至今日

，

仍未接到最高院的任何回

复

，

拨打其新闻发言人电话仍是处于留

言状态

。

面对一个普普通通的采访要求

，

最

高院居然在

2

个多月时间内不给予任何

的回应

，

你说最高院是不是够傲慢呢

？

就在今年

1

月

8

日

，

人民日报批评

了民政部采访难

，

显然

，

这样的批评对最

高院并没有什么触动

。

今年

“

两会

”，

最高

院报告赞成率最低

，

说明其工作未能获

得全国人大代表的普遍认可

，

对此

，

不知

最高院又有几多触动

？

最高院不理睬我们的采访要求

，

傲

慢之外

，

是变相地拒绝舆论监督

，

也使债

务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

就在

上月

，

黄浦区法院在程序不当和债务人

愿意还钱的前提下

，

将前述执行案中的

查封财产执行给了债权人

。

都说司法制度是社会运行的最后一

道屏障

，

最高院新闻发言人这样的作风

，

何以担当这样的重任

？

【贾语村言】

人力对抗灾难，这

种精神固然有助

战胜困难，但更现

实和理性的做法

还是要学会与灾

难共存。

【呙抒己见】

法治是香港现代

精神的核心，而香

港法律系统又是

英美法系，以这点

来看，英语在香港

的核心地位难以

动摇。

【范言直谏】

黄金这玩意，基本

上没啥实际用处，

既不分红又不派

利息，泡沫迟早要

破的。

【忠言逆耳】

最高院的傲慢之

外，是变相地拒绝

舆论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