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复活」的BCC，重启挖矿涅槃重生

「琬点聊」第十四期开播，本期主题为：BCC「复活」。在这次直播中，由
Blocklike 创始人小琬对话 BCC 社区发起人之一古土雷柏。

早在 2013 年，古土雷柏就在知乎上面写下了关于比特币的文章，六年来写有几十
万字有余，关注者超过一万余人。作为 BCC 社区发起人之一，他介绍道，BCC
主张分层网络，算力层独立。社区在 2019 年 6 月尝试研究及挖掘该链条，在共识
形成之下，使之「复活」，重启并推动了其社区化的发展。在未来，BCC 社区将总
结并提出具体原则，包括软分叉优先、共享算力、分层网络等这些探索方向，这些
方向的探索效果将接受市场的检验。

以下为本次直播内容，由 Blocklike）编辑整理：

小琬：我们都知道 BCC 是 BCH 的原链，能简单讲讲 BCC 从 2017 年 8 月 1
日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和重大节点吗？

古土雷柏：BCC 的历史不仅仅是从 2017 年 8 月 1
号开始的，其实它来源于比特币在 2014~2017 年的扩容路线分歧，它并不是说创
造了全新的一个币种，比特币社区有一部分人认为调整区块大小，是一种最简单且
最有效的比特币扩容方式，BCC
就是比特币的区块扩容版本。有四支比特币的开发组（Bitcoin ABC、Bitcoin
XT、Bitcoin Ultimate、Bitcoin Classic）也都实现了 BCC 的节点版本。在 2017
年 11 月 13 号之前，BCC（BCH）曾经最高（短暂）达到比特币的 50%
市值，包括一些比特币早期的重要支持者在内，不断有人将 BCC
描述为「真正的比特币」，以及产生「夺名」的「正统之争」。这是 BCC
的起源和早期的面目。

2017 年 11 月 13 号，BCC
进行了一次硬分叉，这次硬分叉的结果，因为有算力继续投入挖掘 BCC，使 BCC
和 BCH 双链并存（双币并存）。

2017 年 11 月 13 号之后一直到 2018 年 5 月份，BCC
仍然是持续出块的，在区块记录上可以看到至少有 3 个公开的矿池在运行，对应数
百名矿工。这期间有匿名的开发人员在尝试建立社区及维护节点、矿池、浏览器等
基础设施，在国外的媒体，包括 BTC Magazine 等都把 BCC 列为 BCH
的分叉币（其实它应该称为「被分叉币」）。

在 2018 年 5 月份之后，匿名维护这个社区的人员决定再次硬分叉
BCC，并做成新的项目（名为 BTCC，而后再更名为 TNET），随后关停 BCC
的矿池，BCC 的链条随后逐步停止出块，进入沉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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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份，我们尝试研究及挖掘该链条，使之「复活」，并组建了中文的社
区，恢复搭建其基础设施，重启推动其社区化的发展。

这是到目前为止，BCC 的基本历程。我们在发现 BCC 的这个过程，可能会产生一
系列的问题，引发我们一系列的思考，大家可以交流探讨。

小琬：2017 年 11 月 BCH 分叉后原链即应该死亡，为什么还能继续出块？

古土雷柏：比特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易死亡」，理论上，只要有一个人挖矿，比
特币就可以继续出块，甚至在网络被物理摧毁之后，它的节点在很长时间之后重新
连接上网络，也可以继续挖矿存活下去。所以 BCC
能够继续出块，在技术上没有障碍。

比特币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原链的共识聚集效应一直强于分叉链，在过去
六年里面比特币，并没有硬分叉，今天我们使用的比特币 BTC
是指比特币原链，而不是比特币的分叉链。从这两点讲，BCC
吸引我们研究它，就是它作为 BCH
原链「死亡」反倒应该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小琬：我们其实还是很关心，在 2017 年 11 月 13 号硬分叉的时刻，BCC
为什么得到的关注（共识）很少？

古土雷柏：跟比特币刚创世时的情况对比，现在我们说的币圈，形势已经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形成了几种大的势力，而且是完全的头部效应，大的交易所、大的矿池
、矿机商、头部的媒体，以及很集中化的项目单一开发组，这些势力其实都是由很
少数的人进行中心化的管控，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这些「头部的势力」如果有某种
共识，就可以带动或引导绝大部分的共识，我们现在有一种揣测，即 BCC 在诞生
之后不久，即由少数人把控了它的走向和命运，中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需
要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浮出水面。揣测层面的事情，当然没有必要进一步深谈，我可
以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和后来研究的一些情况做下总结，来解答这个问题。

涉及到比特币的共识版本改动，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凝聚共识，有一整套的流程和公
开讨论的过程，最少几个月乃至几年，取得充分的共识后才有可能上线，过去六年
，比特币一次硬分叉都没有发生，所有的升级全部都是软分叉，基本上我们可以认
为比特币的用户决定比特币的走向，而不是少数人。

而 BCC/BCH 在 2017 年 11 月的第一次硬分叉，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布并迅速上
线，包括我们现在社区里的大部分人，当时均不知道这次硬分叉发生后，双链存活
。既然没有媒体报道，没有头部力量主导，绝大部分用户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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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就不存在选择机会，没有参与的市场入口，没有参与投票的可能性。硬分叉发
生后，我们今天能搜集到当时的报道，内容都是相同的模板，显示这是一次成功的
升级，而不是硬分叉。

比特币的挖矿一般依赖于矿池，矿池是矿工算力的入口，3-5
个集中了大部分算力的矿池在分叉时开始挖
BCH，从区块记录里面看到，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匿名的算力在挖 BCC，BCC
的分叉后出块是 35 个小时之后，才出第一个块，后面持续了 35 天，总共挖出了
63 个块，中间有 1 个块耗时 8
天才挖出来。应该说，那个时候除了匿名算力的投入者之外，几乎没有人意识到
BCC 会存活。

小琬：为什么 BCC 分叉后的出块会这么慢？这些算力需要多大的成本？

古土雷柏：比特币在发生硬分叉的时候，新旧两条链都是相同的难度，算力低的那
条链，出块速度就会变慢（直到下一个难度调整周期）。

BCC 分叉后挖出来的前 6 个块，经过计算当时耗费的成本是 28.5 个BTC。

因为 BCC/BCH 的硬分叉这个时刻，绝大部分的算力已经决定投入挖
BCH，少部分的算力继续挖 BCC 是很难让 BCC
存活的，而且也很冒险，当然，最终它还是被延续下来了，这很让人意外。

小琬：匿名的算力来源是谁？

古土雷柏：不知道。比特币是一个 P2P
的网络，我们只能看到出块的记录，这些算力在 35 天内挖的 BCC 至今也没有移动
过。我觉得需要有人去研究调查这件事情，包括当时论坛及社交媒体的一些蛛丝马
迹。

小琬：为什么吴忌寒会放弃 BCC 改挖 BCH？

古土雷柏：我无法替他回答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BCH
这两年来一共进行了 3 次硬分叉，包括除了第一次分叉的 BCC
之外，去年年底分叉出了BSV，我们能感觉到 BCH
其实是一种很集中式的决策体制，它在跟 BTC
竞争的过程中，主打的是扩展现金支付的应用场景，比特大陆也组建过开发 BCH 
的哥白尼团队（后解散），以及开发虫洞协议这些内容，在开发上的探索和创新是
比较积极的，我觉得他应该想尽快证明 BCH 可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应用，特别

                                    3 / 7



智行理财网
「复活」的BCC，重启挖矿涅槃重生

是现金支付领域的突破，因此不惜牺牲或削弱一些比特币固有的特质，比如充分去
中心化的决策体制、不可剥夺、用户选择升级与否的权利、共识版本的程序正义。
给人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我视他为开拓者、比较悲壮的英雄人物。

小琬：在 BCC 半年时间没有出块后，社区突然重启挖矿的原因是什么？

古土雷柏：先讲一下，所谓「社区」，其实就是一种很低效率的松散组织，这不是
说那种伪装成社区的公司，这是社区的基本特点，我们可以看到的很多兴趣小组、
非营利的社区化组织，在没有老板、没有发工资的情况下，维系这类组织的本质一
定是有某种共识，基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目标，它才能运作起来。在网络上的人
，互相不认识，你试试看，不给别人任何好处，说服别人一起去干一件事情是很难
的，因为社区的这个特点，所以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结合各种因缘际会，共识的
凝聚形成了社区。不仅仅是中本聪搞比特币，就是其它的各种开源社区项目，一帮
人一起在义务劳动，除了共同的兴趣（共识），也找不到其它的理由吧。

为什么 BCC 会被重启挖矿，其实就是共识形成了，有人认为它应该有被存续的可
能性和价值，并且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有人提出这个点，如果没有人响应，没有
人认可，自然也就没法启动。对于 BCC 而言，是没有一个项目方的，只是作为一
个客观的存在，有少数的人在零散地研究它，可能刚开始在全世界也就是 10 个人
，一开始，也没有人能够很清晰地提出怎么去维护和发展它的方式。所以需要有这
么长的时间，找到这个点，得到较多的认同，共识就凝聚起来了。总的来说，我认
为重启挖矿能够启动，由以下几个因素驱动（共识的形成）：

其一，BCH 在从 BCC 硬分叉之后，其 BTC 价格节节走低，这个时候带动一种反思
的氛围，包括澳本聪这些人很激烈地提出来回归早期版本的构思。我认为如果 BCH
的市场认受度（体现在其 BTC 价格上）节节走高，大概不会有人会产生这种路线
方向上的怀疑。这背后其实还是有一个市场的情绪在里面，长期的下降加剧了这种
情绪。

其二，BSV 的产生其实对 BCC 的复苏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在很多人看来，BSV
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且很快夺取了 50% 的 BCH 共识（体现在其市场价格上），
这种实际的行动转化出来的样板、榜样效应是很大的。

其三，币圈的炒币人群逐步感觉到自身是项目的最大用户群，但在社区化项目的决
策和影响力、话语权往往弱于大交易所、大矿池、头部媒体、项目核心开发组，有
什么比投资挖矿进行复活 BCC 更能体现这种意识的觉醒？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因素确实是需要时间来逐步沉淀的，看似不同的各种诉求，找到
了相同的共识点，于是 BCC 就被重启挖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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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琬：重启挖矿的困难点有哪些？遇到过哪些重大的挑战？

古土雷柏：技术层面的，一开始这个 BCC 的节点在全世界能够连接上的不超过 10 
个，且没有搭建好的矿池，只能回到比特币最早的情况，单机挖矿，就是用电脑显
卡挖矿，而比特币的节点早就没有了挖矿功能，挖矿需要单独的软件，一开始主要
是这些问题，解决后把节点和矿池搭建好上线。没多久参与挖矿的人逐步多了，有
人质疑先挖的人成本低，后挖的人成本高，这种问题对于比特币来说，也不是问题
，因为比特币的冷启动期长达 3-4 年，早期的矿工只会挖矿，挖了一大堆然后买披
萨。而现实的形势，社区里面炒币人群，一般只关心两个问题：「割韭菜」和「被
割韭菜」。如果社区在这种无谓的争吵中，很容易一拍两散。根据这种现实情况，
重启挖矿的前两个月社区主要做了两件事情进行解决：

其一，成立社区基金会，早期挖出来的币捐出来放到基金会里面，作为社区运行的
经费。

其二，进行一次软分叉区块回滚，由社区成员募集投资进行区块回滚，消除了大部
分低成本挖矿的区块。

这次软分叉区块回滚跟以前以太坊的区块回滚是不同的，后者是硬分叉回滚，而这
次是币圈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软分叉算力回滚，整个租用投入超过 2
万台矿机，持续时间长达半个月，将区块高度回滚到了 550000
高度，参与回滚挖矿的成本大概在 1 美元/ BCC。部署这次回滚的操作是很大的一
个挑战，没有先例可循，而且也没有相关技术资料，没法预料可能出现的意外。最
终克服了这个挑战，才迎来了 BCC 的新生。

小琬：BTC、BCC、BCH、BSV 都是共用中本聪的白皮书，四者最大区别在哪里？

古土雷柏：最近提出了泛比特币这个概念，即用算力进行铸币发行的
BTC、BCC、BCH、BSV 同属比特币系，铸币成本算法基本一致，没有一枚是零成
本发行的空气币，只是因市场需求不同，造成的挖矿成本的差异，在基本特质一致
的情况下，可以视为四种不同面值的比特币。

比特币中本聪白皮书的内容主要定义了比特币技术上的实现办法，其中核心的内容
仍然被沿用，而现实形势的变化并不在中本聪的预料之内，所以即使泛比特币采用
中本聪的白皮书，但在具体实现上，仍然是有路线和方针上的区别。

我们之前画过一个四个象限的图，来表述这四者的发展路线的差异。这些项目的参
与者，各自有总结出一些顶级的原则，比如比特币，注重抗审查、低网络开销、小
区块、闪电网络、排斥非结算数据；而 BCH 和 B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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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是大区块不分层，包容链上应用数据这些特点。BCC
则主张分层网络，算力层独立。

注意，这些探索是面向未知的，我们现在有谁能够确定哪种方式是必然可以成功的
？我们也听到过坚定不移地走某种路线这种说法，这些路线的执行是由哪几个原则
组成，面向什么目标，采取什么具体的手段，需要有人把它清晰地表述出来，如果
连表述都不清晰，如何吸引及形成共识，并进行有效的执行？而且路线的执行也不
存在一种预先设计的完美模式，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表述上的修订和迭代，所谓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修订不会依赖于少数人的空想，而是来源于大量的实
践总结的经验。而且实践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项目本身，也不仅仅局限于泛比特币
，甚至币圈、区块链，完全可以从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吸取融合各种有用的成果。

围绕 BCC，我们逐步总结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原则，比如软分叉优先、共享算力、分
层网络等这些探索方向，这些方向的探索效果最终会接受市场的检验。

小琬：BCC 接下来的发展规划是什么？

古土雷柏：我最早在 2013 年的时候就在知乎上面写关于比特币的文章，六年来大
概写了有几十万字，传播及影响了有一万多名关注者。在我接受到比特币的信息，
并决定服从于比特币的目标，为之做一些工作，在这期间，没有任何比特币的组织
或个人跟我有过任何直线、单线的联系，也没有人向我下达过任何指令，更没有任
何人派发过一分钱的工资给我。这种自驱在我看来是很神奇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
很难坚持去长期地从事某项没有直接反馈的工作。

比特币显现出这种力量，不仅仅驱动了我，也驱动了很多人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比特币的目标并没有完成，可能它已经发展到一个「深水区
」的位置，但离它的既定目标仍然显得很遥远，这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实践，以及配
套很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我们在 BCC
上要开展的实验。社区项目的本质就是寻找共识和执行共识，比如说最早 BCC 启
动形成了一个众筹挖矿的共识，然后用具体的方法完成执行，这样社区就会往前走
。整个社区要注重理性的培育，能够包容、分辨及归纳出各种共识，进而谋求共识
的执行。社区的建设是体制层面的，重要性应该排在技术前面的，我们在币圈其实
看到很多社区，缺乏理性思辨的声音，甚至是反智的，互相洗脑，对异见排斥，弱
智化社区思考力，这类社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因为这种力量的培育是需要很长
时间的，缺乏这种力量，在遇到现实问题时很容易被击垮。

比特币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涉及到很多社会层面的东西，它的目标很宏大，不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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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少数专业的人就能够实现的，需要各个方面的专家去参与这种实践。

BCC 在接下来的技术开发，还是服从于比特币的既定目标来走，现在社区参与者只
是很小的范围，在很长时间之内，可以尝试各种实现范例，但它应该采取软分叉的
方式，以避免共识的分裂，我们保留它的向下兼容是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事情。期望
能够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探讨进行开发路线（白皮书附件）的起草，凝聚尽可能
多的共识，才具有执行的意义。

比特币的产生，直接挑战现有的权威，激发了大量的思考和争论，一开始带有很浓
重的自由主义的色彩，随着币圈的发展，其实已经被冲淡了，有时我们需要回过去
看它的初心，然后反过来再想想下一步怎么走。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7 / 7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