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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12月5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闭幕。

这夜的乌镇恢复了往常。西栅大街的青石板上，一位喝

了酒的老兄忽然感叹，这个时候，要是下点雪多好啊。

这四年，初冬的乌镇没有下过雪。

互联网这么厉害，那能不能让老天爷下点雪呢？不知道

这位老兄是不是喝多了，说出这样的胡话。

或许不该嘲笑他的异想天开，或许若干年后真的实现了

呢？科技，已经让很多曾经认为不可能的奇思妙想变成了现

实。比如，这一天，深圳的无人驾驶公交车上路了，刷爆朋友圈。

人与自然，互联网与万物，人与互联网，正面临着一场新

的变革，正在融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

先行者

这是风云际会的三天，互联网江湖一年一度的华山论剑，

依然冷风嗖嗖，有谈笑言欢，也藏“刀光剑影”。

这几天，乌镇的水好像也是活的，在互联网上跳跃成一个

个音符。四年前，这个木心老人念着“从前慢”的江南小镇，以

一种怀着意外和懵懂忐忑的心绪开启了一扇奇妙的大门。从

此，浩瀚星辰，宇宙洪荒，天光云影，万千气象，交织穿梭在虚

拟和真实，现实和未来之间。

如果说，十几年来，一个叫陈向宏的人（乌镇景区设计师）

用传统制造业般的工匠之手完成了乌镇的第一次涅槃。那

么，在多年后的2014年，互联网之光又给千年古镇打开了另一

扇无限可能的窗。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蹲守在酒店、会场，奔跑在青石板

上，捕捉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哪怕是一件衣服，一个手势。

马云，马化腾，张朝阳⋯⋯在中国的互联网史上，他们是

先行者，也是先行者中的成功者。失败的各有各的不同，但成

功者大多相似。

首先，他们必定是思考者，像科学家一样的思考。

他们也是勇敢者，勇于尝试，不惧失败，才让思考的灵光

变成普惠大众的现实。

每年的这个时候，当我们听着他们分享传奇的时候，总会不

约而同地鼓掌。现在，大会闭幕了，我们也应该把掌声献给场

外。每年，更多的先行者，他们在成长，也在经历挫折和失败。

每次来开会，我都会碰到一个朋友，他来自农村，几年来扎

根做一个乡村振兴的互联网项目。虽然微小，但他坚定地相信

自己能够成功。我们也应该向那些失败者致敬，依然要感谢他们

为了实现人类某个奇思妙想而做出的贡献。他们的失败，让更多在

茫茫互联网上的探索者，更准地找到自己的方向，更快地走出迷宫。

颠扑不灭的是梦想，互联网的风口依然处处都在。

饭局和格局

互联网大会举办了四年，虽然弥漫着严谨的科技之光，却

也不全是死板生硬的，也常有花絮爆出。

比如每年，乌镇的西栅大街52号那场饭局，总会刷屏。不

过，今年似乎更“过”了。

组局的“丁三石”，像是《射雕英雄传》里的老顽童，他很少西

装革履，穿着运动鞋在路上蹦跳，他不经常提及赚钱的主业，反

而用养猪种菜卖杂货赚足眼球。年复一年，他越来越懂得在饭

局里推销自家的东西了。

其实，每年人们关注他们吃顿饭，吃了什么，有谁来了，只是

一种简单娱乐八卦的好奇心。他们喝酒、吃肉，“喝喝喝”的声音惊

起河水的涟漪，一群自称是油腻的中年男人从谈手机到谈风月。

虽然在互联网上叱诧风云，他们是令人摩拜的大神，但在

那一刻，大家也才觉得他们也是日常中的“人”。

但是，在很多人眼里，中国人的饭局太有讲究了。谁组

局，谁参加，都是道道。于是，今年，人们开始猜测，这么多年，

马云为什么不参加，是不是落单了？

一场饭局引起的揣测其实挺无聊的，这时有人贴出第二

场饭局，好事者起名“东兴局”。当传言变成网络热帖时，马云

也不回避，谈了自己对饭局的看法。他说，乌镇要留下的不是

饭局，而是思想。

除了吃饭，每年也总会有几次“怼”。比如说引起网络口水

的刘强东怼马云。

躺枪的除了马云，还有王健林。王健林事后并没有回应，

大约还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付之一笑。倒是新闻下面的评论

颇有见地。

少一些个人的怼，多一些思想的交锋；少点个人的情绪，

多些智慧的分享；少点八卦，多点正事。才是“举全国之力、集

世界智慧”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意义所在。

道义

抛开那些八卦和花絮，我们也不能不谈谈道义。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我记得，四年前，在乌镇，也有过一场

唇枪舌剑的讨论。四年后的今天，人工智能已经成了大家谈

论的最大话题。5G时代触手可及，随着技术越来越发达，随之

而来的，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伦理，机器和人如何相

处，如何避免伤害等等。

我觉得，今年最有意义的，也是最具亮点的，是一场关于

“孩子的网络保护”的论坛。怎么样让孩子不再沉迷网络，怎

么样减少各种色情信息对孩子的伤害，这些话题切中民生。

让人看到，大会除了聚焦技术，也在关怀社会和人的命运。

互联网时代，如何保护孩子，同样是个国际性问题。这个

时代就是一个越来越国际化的时代，因此，这个讨论更具有重

大的历史意义。

这次论坛上，我也看到了互联网企业的身影，这让人鼓

舞。

儿童的网络保护，互联网企业的责任不可推卸。他们应该

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不仅要给孩子提供健康的上网环境和产

品，还要及时对儿童在网上受到伤害的各种投诉做出及时反应。

腾讯副总裁陈菊红说，他们在 6 月份成立了“保障未成年

人健康安全上网联合项目组”，公司的业务运维、产品设计，都

会把未成年人的权益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遗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

协会理事长邬贺铨告诉我，有一个关于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

全的项目，但还不够成熟，没能评选上这次的世界互联网领先

科技成果。

“这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向。”他说。

乌镇的初心

“姑娘，你几岁了？”

“19岁。”

“可以找对象了，找个大三岁的比较好。”

“我喜欢老一点的，25岁吧。”

“那不是老，那叫成熟⋯⋯”

西栅大街上，听到照相馆里的姑娘和隔壁卖粥大妈的对

话，我和她们一样，不禁笑了。

乌镇，还是当年的乌镇，一个仍然弥漫人情味和烟火味的

乌镇。即使这里是世界互联网的风向标，即使它的街上，走着

各种肤色的政要、专家、大佬。

不管是轰轰烈烈的开会，唇枪舌剑的辩论，乌镇的人还是

有他们淡定踏实的生活。

你去穆穆的民宿吃饭，不管你是丁磊还是丁石，没啥分

别，她还是会热情接待，推荐你吃啥菜。在一家民宿里，一家

人喝着酒，出门是热闹的人流，帘子一拉就是自己的世界。卖

粥的大妈依然用心卖粥，纳鞋底的阿婆依然用心纳鞋底，炸油

鼓的大叔依然用心炸油鼓。

众生喧哗里的踏实，这种特质，同样是互联网世界里的成

功法则，更是人类值得坚守的初心。

再见，乌镇，来年再见。

先行者的初心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落幕，本报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