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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0年，我们看到了第一张由卫星传递回来的地球照片，它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小篮球”。
这个“小篮球”被各种各样的杂志、报纸刊登，这是人类第一次看到自己生存的地球，它是那么小、
那么具体。
我想如果没有这张照片的话，我们不可能对地球产生新认识。
1969年，人类在月球上迈出第一步。
当时这一历史性壮举，成为第一个全球统一播放的电视节目。
所有拥有电视的人——当时拥有的人还很少，我自己就只能到大街上看——在同一时间分享着人类月
球探险的伟大历史活动。
1980年，人类第一次注意到臭氧层出现漏洞的事件，温室效应第一次被媒体大量讨论。
从那时开始我们产生了环境保护的新认识，人类面对自己的环境危机，开始对自我行为进行反思。
上面谈到的三个事件是世界化的三个象征，这三个象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必须共同去治理、面
对我们的空间环境、生态圈。
然而，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自己国家主权范围内，各个国家还是紧紧地把守着自己
的边境，尽管面临的问题已经是无边境的了。
在世界化的过程中，最被动的就是国家没有世界化。
我们会发现，虽然有了这么多共同的现象，有了这么多国家之间的交流，但是国家却好像变成了一个
荧光屏，屏蔽了背后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交流、对话和理解。
同时我们面临的另一个现实是，各种各样的电视、图像信息像滔滔洪水一样汹涌而来，似乎关于地球
的报道、思考和知识已经非常充分了。
但是在这种表面的信息爆炸当中，我们却发现真正深化的交流却非常不足。
于是我们处于一种挑战中，这种挑战是在世界公民之间进行深入的对话。
尽管他们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各有差别，但是他们对于共同的命运、对于建构共同的伦理基础、对于存
在的意义、对于各种各样知识的交流等等的观点，都需要他们强化彼此之间对话的深度和广度，为了
应对这种挑战，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建立“协力、尽责、多元世界联盟”。
可是这种必要的对话遇到很多阻碍，比方说人与人之间难以直接交流。
召集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会议的费用非常昂贵；我们可以通过邮局去做一些传递文件的工作，但有时
也会丢失，而且时间很长；使用电话也只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流。
因此必须有新的媒介形式来促进这种对话。
正是在这样一种大前提下，互联网这种媒介被发明出来，而且被快速地使用起来。
我们大家熟悉的、人民网也参与过的世界社会论坛等都是通过互联网这种媒介加以组织的，如果没有
互联网，世界各地公民的相遇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1999年我在北京第一次参加人民网的交流时，就一下子感觉到，这正是我们整个人类沟通当中
最缺少的工具，因为人类社会的这种新的对话非常有必要，任何一种传统的媒介都无法满足这种沟通
的需要。
而且对话的范围也是如此广大，传统的媒介没有办法可以在长距离之内进行快速的交流；交流的人数
又如此众多，任何领域都不可能使得这么多人来参与交流。
1996年，我们建立了“协力、尽责、多元世界联盟”，它的组织方式基本上是互联网进行的，但是相
对范围比较小，属于工作会议。
互联网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而在参与思考时，现实的物理的人本身并
不在场。
会议持续的时间也很短，因为在操作上很快就无法继续进行了，比方说有的人由于时差或者某一个时
间不能上网，有很多人不可能在会议的全程上网，所以有一些人用了，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有用，这使
得这种交流完全被边缘化，最后只属于一部分人，后来就结束了。
人民网的创新确实满足了某一类人的沟通期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邀请人民网参与在里尔举行
的世界公民大会，使其能够通过这样新的组织形式，可以把大会发生的事和参加大会的各路精英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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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紧凑的时间段里向中国的网民进行介绍，人民网参与国际大型会议现场报道的形式在这类报道形
式当中也是一种创新。
2003年，我们就决定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就是开设每月论坛，使得公民和我们邀请的专家、学者能够
直接进行沟通和交流。
所有被邀请的专家们都为网络表现的内容和特点感到兴奋，一是由于中国网友提问题自由、率真的态
度，二是由于中国网友对西方文化知识的丰富程度。
这就是我们这本文集要向大家讲述的一些基本内容，通过它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些年来网上中欧论坛
的内容和欧洲参与者的感觉和心情，也希望今后能够把这样一种沟通模式继续下去。
这种模式很难评价，问题出现就要马上回答，它其实既是观念的进入，又是伦理的实践，你建立的是
一个人的空间，但是在这个人的空间当中你要去讨论各种各样主题的内容。
本来它是一个单纯的知识空间，但由于你的组织方式，使它变成一个人的空间，这个特点非常重要，
这就使得人说话的位置不一样了。
如果论坛能够通过人民网进行一点点这样的准备，对我们这两个大事件，一定会作出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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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1年，强国论坛组织了八场与欧洲思想家的网上对话。
欧洲梅耶基金会主席卡蓝默先生说，它具有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操作经验。
于是，便有了每月一次的中外越洋交流。
于是，强国论坛又增加了一个特色栏目。
    于是，便有了这本集子。
    七年，中国网民领略了思想者的风采。
七年，中欧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着社会的变革。
    社会责任，经济模式，文化交流，    教育改革，社会管理⋯⋯　　短短30篇文字，也许无法承载如
此丰富的容量  　但记录了七年中交流与碰撞的点点滴滴，    珍藏了思想者留下的碎片，    最终，凝结
成一颗颗璀璨的珍珠。
　  互联网创造了一个虚拟的空间，  　虚拟的空间拉近了世界的距离。
　  跨越时空、文化与语言的差异。
　　你瞳孔中有了我，我瞳孔中有了你。
    你和我，汇成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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