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欧论坛：一次人类探险 

第二届论坛闭幕式上的发言(2007 年 10 月 7 日, 布鲁塞尔) 

 

于硕博士  

 

中欧论坛总监 

法兰西人文学院未来关系研究会主任  

中国东北师大跨文化认知人类学教授 

 

  

2007年10月3日，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发生了一件历史性大事：海南航空公司中

欧论坛专机从北京出发，将 250 名社会各阶层的中国人载往欧洲，参与在 9 个国家

23 个城市同时展开的第二届中欧论坛。两天后与会者聚集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继续论坛的千人大会。论坛创始人、欧洲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蓝默在布鲁塞尔机

场迎接中国朋友时曾激动地说，论坛筹备花了九个月，正是孕育一个生命的时间。

“海航专机的舱门刚才打开，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起经历了诞生的时刻”。 

 

朋友们将看到的是此次论坛的中文媒体集锦*。半年多后重温那次独特的中欧

相逢，每个人都会有许多新的感想。尤其是我们刚又经历了一次因奥运及西藏动乱

引发的中欧关系危机，善良的人们都希望能够尽快消除误解，缓和紧张。然而达到

理解的通途并不存在，善良意志也随时遭受利益计算或人类本身弱点的干扰，这就

使我们更坚信长期对话的必要，也更感到论坛给自己赋予的责任。 

 

 论坛始于我们几位志同道合者促进理解的激情和对话必要性的历史感觉。16 世

纪始于西方的现代化到了 21 世纪已经席卷全球，全方位的危机感成了我们的主导情

感类型，一切价值几乎都面临挑战，包括理性、政党、自由、民主，包括体现自由

市场导向的“美国模式”或偏重社会平等保障的“欧洲模式”。全球化的技术理性

和金融统治曾几何时成了我们唯一的判断尺度？而大国中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

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影响全球的精神取向？文明冲突与民族主义难道是人类社会的宿

命？历史是否可以选择？在跨文化情境中生活的人们如何促进人类社会的相互接受

和理解？ 

 

相对于美国，厚重的历史传统是欧洲与中国的共性之一，而且，欧洲与中国之

间总是有种特别的相互吸引和关注，近来在全球格局中的关系凸现其重要性。这两

个古老文明如何能够既立足传统又能超越传统，相得益彰，以双方的精神智慧去创

造某种新的关系模式？历史赋予了我们这一使命：创设一个双年的欧洲−中国论坛，

使其成为一个知识交流的公共空间，一个跨文化认知的试验田和一种全球治理的实

践。在这里我们将尝试在珍重多元性的同时进行超越：超越 18 世纪以来的主权国家

式的较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超越文化主义的狭隘和僵化，进而共同研讨全球

公民社会的协同关系和治理。 

 

2005 年南沙第一届论坛的目的是向中国介绍欧洲建设的历史，我们特别希望引

起注重的问题是：法、德二战结束前就开始的和解谈判是否对创新中国和日本的关

系具有启示意义？换个方式提问：在纳粹正屠杀着上千万欧洲人的血腥的现实中，



   
 

  

是什么力量使德、法两国的思想精英们走到一起，超越仇恨，探讨必将开始的欧洲

和平建设？ 

 

第一次论坛的成功使它由一次独立的研讨会变成了持续性的双年论坛，轮流在

欧洲和中国举行。需要强调的是，它的关注点从一开始就不是外交逻辑中的双边关

系，但第一次论坛还只是一种知识逻辑的设计，即欧洲人向中国介绍欧洲，接下去

由中国人向欧洲介绍中国。得益于第一届论坛参会人互动的思想深度和关注的时代

问题，我们很快就把第二届论坛的视线聚集到“共同命运”上：面对全球化中伦理

的、环境的、能源的、制度的、治理的共同危机，中欧两个伟大的文明之间能否展

开一场深入的社会各领域间的对话？从中发掘各自古往今来的治理智慧及伦理概念，

搭建相互理解的平台，提升人类认同意识，进而共同担当生死与共的人类使命，守

护我们唯一的地球家园。 

 

论坛组织方法中的伦理定位与循序渐进的集体思考 

 

如参会者亲身体验的，论坛分组讨论使用了一种集体思考的工具，即我们在跨

文化研讨中经常使用的图表法，它是过程性的，分阶段循序渐进，与我们对复杂存

在的认知过程和跨文化的对话属性相契合，大家同时在场共同思考，得到的不是闭

门造车的一己之见，而是对重大问题的共识。这一方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指向共同行

动的可能性。 

 

会期虽然仅有四天，但筹备时间长。借助电子网络工具，中欧双方各有近 50 位

小组负责人在会前已经有了 9 个月的集体工作经验：他们一起建设和管理论坛网站

和一个共享的信息库，那是中欧远距离集体工作必要的平台，保证了不同空间下的

共时性。 

 

论坛不主张事前准备发言稿，但要求与会者真正了解自己所在的领域和阶层，

并事先准备各组讨论的基本材料。论坛期间，每个与会者都是主发言人，从各自的

生存经验出发，拿出时间说自己，耐心细致听别人，体味彼此的感觉和困惑，辩论

重大的分歧，分享共通的价值，激发创造的激情，然后期待可能的共同行动。 

 
对话的挑战  

 

如此大幅度跨界（地域、时差、历史、领域、阶层、国度、文化、意向……）

的论坛，是一次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上演，既是一次动员、整合的机会，也是一个

危机场合（阈限liminality）。原有的结构不再稳定，原有的“我们”趋向“他者”

，原有的标准出现混乱，原有的资本需要整合，原有的权力失效……大家面临巨大

的知识、思想和存在本身的挑战。 

 

平台建设的挑战 （组织方法） 

 

中国人和欧洲人相互述说，相互审视，形成所谓的镜像效应。前年欧洲和平的

史诗在中国获得倾听，今年，中国人向欧洲描绘了自己社会、历史、古代智慧的剪

影，引起欧洲的兴趣。对话者，帮我们走出自己，推己及人地想到共同的生存世界

；对话，开启双方的心智眼界，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盲点或“未思”的问题，摆脱



   
 

  

各自的想当然。争论探讨，使双方既能发现各自的独特性，又能发现那些被认为不

可理解的独特性中所包含的普遍价值和教诲，使我们茅塞顿开，提升善的良知。只

是在这时，“他者”意识才会引导人类走向神圣的“我们”。 

 
认知方式的挑战（思想能力） 
 

中欧精神上的相逢始于 16世纪下半叶，我们的中欧论坛处于它的第三次。像一

次远足，在空间上很遥远，在时间上也很遥远。中欧相逢不是单行线的区域史，而

是双向的共同史。在什么关系、什么时代、什么空间场域中看这一相逢，得出的看

法经常是不同的；谁看？为什么看？看出的东西也是不同的。而论坛期待成为一个

实验室，力图走出二元对立的认知习惯，尝试一种跨文化思维，一种复杂场思维。 

 

远足是令人欣喜的好奇探险，但在中欧相逢的远足中，我们一路上也遇到意识

形态的立场先行甚至敌意，知识结构上的文化主义对立，具体操作中的彼此责备或

轻蔑：你们－我们，精神－物质，理性－感性，民主－专制……。我们欣喜地看到

实验一步步深化，超越此类对立的认识能力提升是可能的。 

  
存在的挑战：我们是谁，人类是谁？（价值信念） 

 

论坛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在“我们”之中。“我们”的言说条件是

什么？《大国崛起》的电视片，从二元线性思维出发，讲述了近代以来九个欧美国家

如何通过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取得世界强国地位的历史。影片暗示出中国目前以

其拥有的经济力量，将以“和平崛起”的方式变成下一个世界强国。愿望自然无可

非议，然而时代的错位却显而易见。以往的大国崛起与主权国家的建立同步，而全

球化的今天，世界的逻辑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新挑战、新技术、新时空、新环境

.……人类第一次不依人的意志为尺度地成为了唯一人类。单纯的主权国家间的力量

制衡已相当无效，全球的治理需要创新模式，命运息息相关的各国间的协调以及全

球公民的参与治理成为必需。制造唯一大国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而每个大国都必

须比小国更多地承担在全球公民社会中的责任。 

 

超越是艰难的。有人强调利益的不可调和，相互的轻视无知，文化差异和不可

沟通性。这些现象的确存在，但这一切并不只发生在“我们”和“他们”之间。一

位中国农民感慨地说：“论坛的成功也在于提供了中国人之间的对话空间”，欧洲

的与会人也有同样的感慨，论坛给自我独处的欧洲人提供了相互交谈的罕有的机会

。对他者的知识很重要，但知识的厚度或了解的深度并不必然决定“他们”会被接

受为“我们”。重要的是愿望：接受“他者”是我的同类，然后才会倾听和分享他

的生存经验。这需要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欧洲和平建设的成功体现的就是这样一

种崇高境界，建设者们甚至奇迹般地超越了至死复仇的正义，用人性善的力量将过去

的仇恨转化成未来和平的动力。亚洲和平的建设也需要一种超越历史宿怨的伟大宽

恕。需要一种相信人类精神共性的宗教式情怀。 

 

 

未来展望 

 

从第一次到第二次，作为从理念设计到直接操作的人，我们经历了各种考验，



   
 

  

从繁重的筹备工作到合作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从理想定位到现实挑战，从思想探索

到深度极限，犹疑焦虑，竭力坚持。四天的时间很短，但论坛即将结束时有人对我

说感谢论坛，在他眼里“中国和欧洲都不同从前了”。我当时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

觉，中欧论坛有点象远古英雄奥德赛的艰难航行，充满无数的不确定和波折，却奇

迹般地完成了。所不同的是论坛发生在一个平庸淡漠的时代，因此它才尤为必要；

因此它反倒需要我们这些凡人以某种英雄的勇气和独特的能力参与其中，书写一部

史诗，理解的史诗，人性期待的史诗，建设人类唯一家园的史诗。参与论坛的朋友

们天然地成为这部世界史的主角，并希望留下的是一部杰作。 

 

第二届论坛结束时，大家怀着留恋，带着困惑离去，多数人期待着第三次、第

四次…… 

 

一路风尘一路艰辛的组织者，在成功的欣慰中想对大家说，在跨文化的远足

中，只需带着轻松好奇的心态出发，边走边望边体会，入乡问俗，善解人意，坦诚

对话，克服误解，然后再上路。只要大家能够聚到一起，能够有所感慨，受到某种

精神“振荡”，获得一线启发乃至一掬收获，这就够了。 

 

跨文化视野首先是一种人文信念：承认在任何人类社会中，我心所求，你悉

知晓，只是实践方式大可不同；我要知己，必需你的陪伴；互为明鉴，相约同行。

文明传播的清风，总会把种子带往异地，未枯萎的，会长出参天大树。中欧论坛邀

请大家开垦的是唯一人类意识的精神高原，共同播种并分享劳作后的精神果实。 

 

从中国朋友的角度而言，论坛更有一层独特的象征意义：参与论坛，是中国人

以主体身份参与全球治理思考的一次充满挑战的实践。论坛当然不提供大国争雄的

战场，这里的话语不是“中国和世界”，在这里，中国人不再说“走向世界”，而是

说“重归世界”，重返家园。 

 
*根据中欧社会论坛《媒体集锦》的前言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