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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武当杰克

来乌镇参加互联网峰会，杰克常被其他的
外国嘉宾询问：何为太极，何为道家？

杰克总是告诉他们，当今社会每个人压力
都很大，很多人来到武当山在河边打坐，寻求心
灵的宁静，但如果只是一时宁静，回到城市又无
法适应的话，就没有真正理解道家文化。“练一
段时间太极，你的思想心灵可以获得一个空
间。别人生气，或者惹你，你不是马上反应，而
是可以往后退一步，想一想他为什么生气；压力
来了，也可以看一看压力的根源是什么。”杰克
认为，道家要找到的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能
力，回馈的能力，道家文化不是修外部，而是修
内在。“英文里有句谚语是‘人如其食（      
          ）’，用中文翻译出来更有哲学意
境——你的环境造就了你。”

    年，  岁的杰克因李连杰而迷上了中
国功夫。一句汉语也不会说的他，离开家乡伊
利诺伊州小城基瓦尼，不远万里来到武当山，参
加了传统武术外国学员班。当时武当山还没有
机场，高铁也未像现在一样四通八达。对于毫
无海外旅行经验的杰克来说，通往武当山的路
就像一场探险，一路上他弄丢行李又迷路。“如
果不是几个陌生中国人主动帮助，我早就放弃
了，可能玩一圈就回美国了。”

    年开办的首届五年制外国学员班，开
班时  多人，最后坚持下来，只剩  个人。比
大家晚了 年却学足 年的杰克算是其中一
个。“当时，外国学员里叫杰克的有好几个人，大
家便叫我‘美国杰克’。”杰克说，武当山当地人
其实也见惯了“杰克们”来了又走，唯独这个“美
国杰克”一住就不走了，最后还能用普通话背
《道德经》，令人啧啧称奇。

杰克的师父是武当三丰派第  代武术传
人袁师懋，杰克向他学习太极拳、形意拳、八仙
棍等武术功法。    年，杰克正式成为三丰派
第  代传人，开始收徒弟，传授太极拳。

因为熟悉互联网，杰克不仅在线下武馆教
学，还在线上开课。在他看来，太极不仅是一种
武术，更是一种生活哲学，教人如何与自然和谐
共处，如何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到内心的
平静。线上教学中，杰克也把这种感悟传授给
中外网友：“中国功夫的背后有文化、有道理。”

在武当山，杰克遇到了陕西姑娘曹玲，后来
曹玲成了他的妻子。妻子怀孕后，夫妻俩回了
美国，女儿琳娜出生后，他在当地找了一份稳定
的工作。琳娜两岁时，有一天，杰克告诉妻子，
自己要回中国，因为内心深处他自己还是喜欢
在武当山那些年的生活，就连家人们也认为杰
克在中国“找到了自己”。

就这样，杰克又成了“武当杰克”，一边在武
当山的武馆里给师父帮忙带学生，一边继续学
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

再入武当，杰克的新目标是“知其所以然”，
也把这种“所以然”告诉更多人。当时，每天都
有世界各地的网友问杰克：武当山到底长什么
样？杰克就开始拍视频，把武当山和武当武术
分享给网友。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跟着视
频练习，“武当杰克”成了“网红”。

杰克其实对自己“网红”的身份看得很淡，
他更看重的是那些真正能沉下心坚持学习的学
生。所以即便是在乌镇参会期间，杰克也没有
停止给学生上视频课。

作为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分论坛
的演讲嘉宾，杰克在台上讲的就是自己的网络人
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互联网让许多中
国人认识了我，我也想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网络
让更多老外知道，那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教会更
多的中外朋友学习打太极、吹洞箫……”杰克告
诉大家，他的女儿琳娜会说中英文，还会武术，今
后她也会和更多小朋友一起学习。“我想和女儿
一起，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二 驻村干部

与杰克相比，来乌镇，  岁的刘祥抱着更
加“接地气”的期待。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数字乡村展馆里，刘祥
高声地吆喝着，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对他的展
台感兴趣的观众。刘祥原是浙江传媒学院的
一名老师，今年 月  日，他被学校选派，从杭
州来到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双峰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这之前，刘祥虽然去过几次温州，但
从未去过下面的县。当时他到居民家中走访，

第一眼就让人震惊：独居的老人  多岁，盖在半
山腰的老房子破旧了，家中缺少像样的家具，那
时天气寒冷，可以想见老人生活不易。

“以前在我印象里，温州是老板遍地走，
没想到竟然还有经济和生活条件比较差的家
庭。”那一刻，刘祥觉得自己既然来了，就要为
老人做些什么。

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驻村之初，刘祥

发现村里正在安装推广  智能摄像头与  
平台，他马上拜访了当地电信部门，弄清楚了
平台的功能与架构，认为数字化可以成为破
局的切入点。他专门写了一份关于数字化乡
村建设的计划书，准备申报资金。这份计划
书，包含了数字康养、数字文旅、数字电商等
多重设想。他本以为自己这个来自杭州的博
士一出手必然申报成功，村里的各种问题也

迎刃而解。没想到等到 月，项目没通过。
刘祥总算明白了那句“纸上得来终觉浅”

的道理。他决定脚踏实地一步步来，哪个项
目能做就先做起来。刘祥所在的浙江传媒学
院也伸出援手，介绍校友企业给刘祥。企业
建议他重点发展文旅产业，先用好帮扶资金
把村集体用房装修起来做民宿，再利用自然
资源打造特色文旅产品，给村里增加收入后，
再逐步推进数字化。

起步艰难，但在刘祥循序渐进的推动下，
数字康养项目最终得以启动，双峰村村委联
合温州电信升级打造的“数字乡村  云平
台”，引入智慧健康养老系统，为全村  岁以
上老人配备了智能血压仪、智能手环、小度智
能屏以及一键通居家守护平台等，通过管家
   记录分析，可以实现数据实时同步，一旦
老人出现生病、摔倒、长时间未移动等异常，
智能设备就会立即报警。

这次受邀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刘祥把
这套已经建成的人工智能养老系统带到了现
场。因为已经在乡村里投入使用并见到了成
效，所以他向观众介绍时也特别自信：建成以
来，平台已向村干部手机发送预警信息   
条，协助处理各类养老事宜   起……在他看
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让老人子女放心，也
大大提升了村委管理工作的效率，为大山里
的老人筑起了坚实的健康防线。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第一次来到世
界互联网大会的刘祥面对各种最新的高科技
产品和技术，眼睛都在发光。“乌镇互联网大
会已经第  年了，以前来的都是科技大佬，
现在更多是普通人在盛会里对接需求。”在刘
祥看来，自己的愿景就是让数字化覆盖更多
乡村振兴的场景：数字康养保障老人，数字电
商和智慧民宿为村里增收，数字文旅为村里
引流，而村里的康养、电商、文旅等数据都能
汇聚在一个平台上，由他们这些村干部通过
整理分析，用数据驱动决策，用数据验证效
果，不拍脑袋作决定，不拍大腿喊后悔。

人工智能是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热门
话题，对此刘祥很感兴趣。“我很想把我们建
造的民宿打造成无人值守的酒店范本，这个
模式特别适合双峰村这种地势高、缺乏劳动
力的村子。”刘祥说，最近他晚上经常做梦，梦
到自己站在民宿门口看着络绎不绝的入住游
客，乐醒后，他觉得这不是梦，而是并不遥远
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面对每一位来
到展台前的观众，刘祥都会诚挚地发出邀请：
欢迎来双峰村旅游。

三 台湾女孩

等候乌镇互联网大会接驳车的队伍里，
来自台北艺术大学的吴沁颐只用了 分钟，
便为一位排队等车的非洲参会嘉宾画了一幅
水彩速写。精湛的技艺、独特的艺术形式，赢
得了大家一致好评。

吴沁颐是台北艺术大学的大三学生，专
业学的就是水彩画。得知有机会作为特邀观
众参加此次互联网大会，她毫不犹豫报名，并
带上了一系列的绘画工具。吴沁颐始终觉
得，艺术与科技的结合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她
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画笔，记录下这场科技盛
宴中的精彩瞬间。

会议期间，吴沁颐穿梭于不同的论坛和
展览之间，用她的水彩速写捕捉下多位参会
者的风采。无论是上台演讲的嘉宾，还是来
自世界各地的普通参会者，都在她的画笔下
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形象。在吴沁颐看来，这
些作品不仅包含了她个人的观察与感受，也
传递了她对互联网大会的美好祝福。

这次受邀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是吴沁颐
第一次来到乌镇。江南水乡的独特风貌让爱
好画画的她特别着迷。每天她都会和远在高
雄的父母视频连线，除了让他们领略乌镇的美
丽景色，也分享自己作画时的场景。每当那些
现场被吴沁颐描画的人对她的绘画技艺竖起
大拇指时，视频那边的父母也特别骄傲。

“互联网不仅是信息共享的工具，也是推
动两岸青年互动的桥梁，让我们可以跨越地
理和文化的界限，相互学习，成为朋友。”吴沁
颐说，这次来乌镇最让她感动的是，每当她送
出自己的画作，对方都会告诉她，这是来参加
大会最宝贵的纪念品。“有的朋友还表示，希望
能保持联系，想要购买我以后的作品。我觉得
在那一刻，我也成了两岸青年交流的桥梁。”

如果不是互联网，杰克 ·平尼克
很可能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美国人，
生活在伊利诺伊州。

上周，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
行。社交媒体上有百万粉丝的“武当
杰克”受邀参会。于是，会议举办的
那些天，这座古镇的石板路上，常有
一位身着黑色道袍、扎着丸子头、留
着长髯的外国男子，一招一式地打着
太极拳，吸引着众多好奇的目光。

在武当山习武的外国网红、当驻
村干部的大学教授、跨越海峡而来的
台湾女孩……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
峰会举办之初，频频露脸的往往是那
些叫得出名号的“互联网大佬”。但
当第二个十年悄然开启，更多的“乌
镇面孔”早已换成了普通人，在这片
土地上讲述他们的故事与期待。

“乌镇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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