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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的，也是日常的

潘向黎做过 22 年的文学编辑，

所以对于出版一直坚持严谨而克

制的态度。当被问到选编《清香的

日常》这本散文集的初衷时，潘向

黎坦言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尹社长

提出的“慢生活”的构思打动了她，

她希望这本书是“讲究在日常生活

里面寻找一种自己的，偏舒缓，偏

艺术这样的一种调性”。

书名也曾让她苦恼很久，因为

这本书在选编时，分成了“茶”“诗”

“好天气”三辑，如何才能选到一个

清新透气又统摄全篇的标题呢？潘

向黎说：“我觉得茶叶茶汤是很有清

香的，古诗词我觉得也是在漫长的时

间里面始终绽放的花朵，会一直吐露

它的清香，旅行当中我觉得山川也是

有清香的。那么为什么用‘日常’两

个字呢？因为我觉得不论喝茶也好，

读古诗词也好，旅行也好，都是非常

的日常化的。非常的普通，很平凡，

甚至是看上去比较平淡的这样一种

内容和调性，它没有什么壮烈、探险、

猎奇，或者很激烈、浪漫

的这样的内容和追求，

它都没有。它是很日常

化的，一种涓涓细流的

习惯，或者说是一种喜

悦之情，反正这是一本

讲述日常中的一种体会

的书。”

当问到书中如何将

传统文化与当下相联

结时，潘向黎提到她关

注到在一些年轻人中

掀 起 一 股“ 古 风 热 ”。

“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

确切”潘向黎笑说，她

表示在生活中会看到

穿汉服的年轻人，“他们连头饰、发型都完全是

古风的”，还有看到在短视频平台上拍的各种古

风视频，包括大火的《逃出大英博物馆》。“他们

拍的那种节目都非常好，就是把古风与当代生

活结合起来，挺有意思的。”年轻人对古代生活

方式的追捧，在潘向黎看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情，她认为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一定是一个好的

倾向，同时她也鼓励大家在跟随潮流的基础

上，多一些自己的思考，“不要只对汉服有兴

趣，或者说只对某一件事物有兴趣，对过某一

个节日有兴趣。我觉得应该全面广泛地了

解。现在年轻人内心的多元化是超出上一代

很多的，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她相信当代年

轻人的创造力，也希望《清香的日常》这本书能

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让大家不要觉得传

统很遥远，恰恰相反，传统离我们很近，它与

我们血脉相融，有时候甚至就是一杯茶的距

离，我们完全能够，并且不知不觉中已经在日

常中实践。

让心灵和大脑都能做柔软的体操

潘向黎的写作坚持对“美”的追求。她希望

这本富有“美”的小书能够为当下的年轻人划出

一片精神放松的小公园。她非常理解当下的年

轻人，说：“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停不

下来，也是有不得已的成分在。只要减少一些

工作量，生活节奏明显慢下来，带来的舒适感，

包括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的提升，难道他们不明

白吗？大家之所以慢不下来，也是有不得已的

苦衷吧。”

她说：“现在人心理上的大忌就是‘空转’，

明明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你还想继续再进

一步，但各种各样的阻挠等着你，可能是情绪

的，也可能是身体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停下来，

慢慢回到放松的慢生活状态，而不是不停地焦

虑担忧，生怕别人比自己抢先了，或者错失了

某个机会，因为这样想下去是永无尽头、万劫

不复的。”

“卷不动了就不卷！”潘向黎开解年轻人，

“好好做饭，好好吃饭，好好喝茶，或者你好好喝

你的咖啡，然后好好散步，好好看天，晚上好好

听音乐，好好睡觉，这样生活就慢下来了。慢慢

过一段时间，甚至几天，就会有一种空的感觉，

是一种空明之感，当你再次抬头看向天的时候，

天就变得更宽广；路过一小池水，也会变得辽阔

起来。”这是她分享的放松的办法，她也希望大

家能通过这种平静的、舒缓的方式，让心灵和大

脑都能做一下柔软的体操，引导自己真正回归

生活。 （侯 默 黄雪菁）

毛丹青：在当代生活，减法要大于加法

毛丹青有着多重身份，旅日作家、商人、讲师、译者等，对身边的一切

始终保持着好奇与探索之心；多年来的研究，他深谙中日文化的同与异，

通过写作、翻译、出版等，为中日文化间的交流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脚印。

毛丹青爱散步。在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他经常从新宿步行到东

京车站，边走边看，触景生情，温习昔日时光。2024年，他再一次回到

北京，行走在街头，突然回忆起50多年前在街道上看到缓步穿行的驼

队，仿佛听到那一声声驼铃，还在耳边震动。

在日坛公园旁边，有一条普通的南北向街道，就是老北京人经常

提到的“豫王坟”。300多年前，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第15个儿子多

铎去世后曾葬在这里。听说埋尸骨的地方会有闪着光的金牙，小时候

的毛丹青就经常和玩伴们拿着小铲子去刨；再往东的位置叫灵通观，

有几条长长的铁轨，他和小伙伴们就把钉子放在火车轨道上，等待路

过的火车压过钉子，让钉子变成他们心心念念的“钉刀”。

那些趣事都在毛丹青的手账本上记录得独特又有趣，手账本上所有

的插画没用铅笔反复描摹、修改，而是用圆珠笔一笔勾成，就如他对待生

活的态度一样，简单、明朗又热烈。听着毛丹青缓缓道来生活的见解和乐

趣，仿佛已然和他置身于同一个充满松弛感的生活空间。

这么多年来，他每次回北京都有不同感受，这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

增长而形成的，而与亲人之间的纽带是人的思念，这是唯一且不可复制

的。今年8月底，本报记者对毛丹青进行了采访，请他讲述生活与写作。

■受访者：毛丹青（旅日作家、商人、讲师、译者） □采访者：孟丽媛 张佳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你觉得在目前快节奏的生活中，

怎么给生活做减法？

■我觉得在当代生活减法应该大

于加法，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

界上都是被设定好的。比如日本，女性

寿命平均 83 岁，男性寿命平均 79 岁。

在我们被设定好的航程当中，如果你提

前透支得太多，比如年轻时吃喝玩乐，

做一些无用功，那么透支的这部分到了

老的时候就会反弹得很厉害，考虑长线

只有做减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低欲”，“迎终低欲”即降低你的欲望，

迎接你的死亡。终是终止的终，迎是

欢迎的迎，我觉得这个思维非常好，我

在接力出版社做的几个漫画绘本都是

这个道理，这种想法是在日常生活当

中带给绘本主人公的，不是说一定要追

逐什么。我很多年轻的学生都碰到这

个问题，他们觉得时间太紧张了，什么

时候能够缓慢一点。我就一直在讲，低

欲非常重要，规划时间长一点，如果太

追逐眼前的东西，就会感到捉襟见肘或

者很疲劳。

还有远离虚拟，接近现实。我们现

在网上看的短视频，包括一些快节奏东

西，它都是虚拟的、被大家消化过的、被

议程设置过、被流量冲击过的。现实的

东西，你到公园里感受一些空气、看到一

些阳光，哪怕旁边走过一个老人都会有

一种关怀，这对你的肢体、语言的叙述和

我们小小的手掌握着的屏幕上的东西是

完全不一样的。我60多岁了，像我们这

个年代的人是现实大于虚拟，我们经过

了现实逐渐走到虚拟当中，当虚拟要吞

并现实时，我们年少时的记忆就会打破

虚拟世界，回到这种点对点的现实当中，

内心就会比较稳。我们叫生活如水、至

暖至温至荣。

□2002年，诺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

健三郎访华时拜访中国作家莫言，你全

程翻译，在与两位诺奖作家的接触中，你

觉得他俩在文学创作上有什么共同点和

不同点？这次对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

什么？

■非常巧，2002年《朝日新闻》一个

编辑跟我说，他在编我的书的同时也在

编大江健三郎的一本书，那时我还不认

识大江，但我知道他已经拿到诺奖了。

编辑对我说大江特别欣赏中国的一位作

家叫莫言，莫言是我很好的朋友，认识莫

言30多年了。当时大江问我的第一个

问题，我很震撼，他说他读过莫言的《秋

水》，这个小说写的是发洪水时村落里的

一个故事。大江提到《秋水》里面的一段

话说：洪水犹如马头一样，像奔腾的马冲

上来。他搞不清楚，说洪水像马头是它

的高度还是它的样子还是其他什么，能

够这么具象。我说你这么喜欢看的话，

我们干脆去找他，你亲自去看一看。大

江就很愿意，这种文学的力量可以排除

所有的东西。

后来我们到了莫言的老家高密，真

的到《秋水》描写的地方，结果到了之后

什么也没有，干枯的河都没有，全是假

的。所以文学对谈并不是为了交流而

交流，而是为了他们的某一个点，我们

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你要站在作家的立

场上去分析它。不同的作家感觉不同，

有的听觉比较强，有的嗅觉比较强，有

的视觉比较强。比如说余华和苏童，苏

童有一个很奇特的功能，他的嗅觉特别

强，他说可以闻出各种各样的气味。

2006 年，余华与我第一次到东京时，他

就专门找楼与楼之间的树，高楼大厦，

中间，会在小小的一条路径上面长出几

棵树，他就担心绿树的树枝长出来以

后，怎么能够和大楼抗争。他在《活着》

里有一段类似的描写，有一个非常具体

的描述，就和刚才说的《秋水》里洪水像

马头的道理是一样的，懂文学的人就会

进入它。

你要是不懂文学，你只会说他怎么

有名，小说怎么厉害，票房怎么好，其实

都不是。真正作家能够带来的最大的冲

击，往往来源于很多细节，这也是我常年

最追崇、最看好的部分。

□中文写作和日文写作的区别在哪

里？两国作者们创作的区别在哪里？

■有区别的原因是语言限制，语言

是牢笼，语言不是无限制的。像莫言

的文字在这方面就有点泥沙俱下；相

比之下，余华的文字就懂得雕琢，中学

生都可以看得懂；苏童的语言趣味感

非常强，因为语言有伸缩性。日语完

全不是这样的，它是非常蹊跷的。川

端康成的《雪国》一开篇就震惊世界，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

空下一片白茫茫。”是什么东西穿过隧

道他不写。

作家之间的不同，很多人说是思

想、经历等不同，我觉得每位作家本身

的语言也在控制他。大江健三郎曾讲

过，语言来源于哪里？来源于饥饿，当

你没有温饱的时候，它有一种东西可

以填补你的温饱；想象力从哪里来？

就是从饥饿而来。莫言说过，放牛时

饿得要命，就躺在地上看天上飞着的

白云，想象着白云变成馒头掉到他嘴

里，进入他的肚皮里，然后排泄出来

——云变成馒头进入他的身体。大江

健三郎也有同样的思维，但他的主体

是树，在一个森林里面，有落叶从树上

飘落，然后变成铜锣烧，跑到他的肠胃

里蠕动。

这是文学高峰的对话，所以作家和

作家的不同，最大的区别是语言。有关

的讨论很少，是因为对语言了解的人很

少，语法是无法解释的，它很神秘。所以

语言不是广场，语言是牢笼。

□怎样看待“银发经济”？

■银发经济我们也叫夕阳红产业，

它给年轻人一个新的方向，告诉大家

有这样的阅读群体，从出版角度来说，

给老人定制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老人

购买力非常强，他们有时间、有钱、身

体动不了、读书很厉害，现在已经有很

多专门为老人写故事的作家，我觉得

这个是挺重要的一点。比如说，绘本

卖得好的一个原因是老人读绘本。一

个人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就变成

了医院的消费品，要付很多钱去挽救

苟延残喘的部分；怎样提高生命质量，

就是给他不断提供精神食粮。所以现

在做绘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仅

是给 3～5 岁、5～8 岁、8～12 岁的儿童

分阶段按照多少页来算，它是程序化

的；老年绘本不是页数的问题，而更看

重整个故事氛围。

□中日青年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是

否一样？

■我的班上有中国学生，也有日本

学生，我经常会促成学生之间的交流。

相比之下，中国学生非常有志向，都很

“猛”，格局和日本学生完全不一样。因

为日本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日本学

生不用太多努力就可以得到他的份额，

在生活中他们没有焦灼感。我班上所有

的日本学生都可以找到工作，就业率高

到可怕的程度。但是到日本留学的中国

学生，或在日本生活如鱼得水的人，他们

基本上都走向自己创业。当然也可能是

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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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潘向黎全新散文集《清香的日常》前不久由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东方美学为精神内

核，衣、食、住、行为肌理，从“喝茶”“读书”到“旅行”，

在喧嚣尘世中寻访一缕茶香，在现代烟火中品味古

典风雅，在行走山川中赏读草木人间，让每一个平凡

的日子，散发着迷人的清香，为行色匆匆的现代人提

供了一种慢度日常的新中式生活美学指南。

近日潘向黎接受媒体采访，畅谈新书中所体现

的传统与当下的联结。

□人工智能给当下社会带来最大

的机遇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机遇就是人

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人工智能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帮助我们解

决复杂的科学问题，从药物研发到材料

科学，再到气候预测，人工智能技术让

科学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它不仅让

各行业的生产效率变得更高，还开创了

全新的研究方法，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

去探索未知领域。

不过，人工智能也带来了不小挑

战，尤其是在社会结构和伦理方面。随

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很多传统职业

可能会被自动化取代，这可能会导致就

业市场的不平衡。另外，人工智能系统

的黑箱性质和难以解释的决策过程，在

一些场景的应用，也会让人们对公平性

和透明性产生担忧。我们必须在享受

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和进步的同时，认

真考虑如何应对这些技术带来的社会

风险和伦理挑战。

□在书中提到了发展AI for Science

的三个视角：科研视角、产业视角、政策视

角。最重要的视角是哪一个？为什么？

■从科研视角到产业视角再到政

策视角，实际上是一个由微观逐步扩展

到宏观的过程。如果从影响的覆盖面

评估，政策视角可能尤其重要，因为它

其实会对科研和产业发展都产生非常

大的影响。

人 工 智 能 是 一 种 新 质 生 产 力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需要

“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

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政

府工作报告》也将“人工智能+”行动作

为重中之重。政策端对于AI for Science

的重视，最终会形成系统化的传导效

应，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

□你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在科学创

新中的应用会有哪些新趋势？

■我觉得主要会有三点新趋势：首

先，人工智能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科

研核心环节，不再只是辅助工具，而是

成为研究团队中的“成员”，帮助科学

家提出假设、设计实验，甚至分析结

果。其次，跨学科的融合会更加深入，

人工智能会把原本孤立的学科连接起

来，推动全新的科研发现。最后，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我们可能会看

到“AI 发现 AI”的现象，也就是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来优化和创造新的人工智

能模型，这将进一步加速科学创新的

速度。

□你觉得AI给出版业带来的挑战

是什么？

■AI 给出版业带来的挑战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内容创作的变

化。AI生成文本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使

得传统作者和出版商面临更多竞争。

读者对内容的需求在增加，而AI可以快

速生成大量的文章、小说，甚至新闻报

道，这可能导致内容的质量和原创性下

降，如何保持优质内容成为出版业的一

大挑战。其次是版权和知识产权问

题。AI生成的内容归谁所有？如何确

保原创作者的权益不受侵犯？这些都

是出版业需要面对的法律和伦理难

题。随着AI在出版业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这些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需要行

业内外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你觉得AI给出版业带来的机遇

是什么？

■在基础方面，首先可以明显看到

的是，内容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了。AI

可以帮助编辑和作者进行写作辅助、内

容生成、翻译等工作，节省了大量时间，

让出版过程更加高效。此外，AI还可以

拓展新市场。比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可以轻松地将内容翻译成多种语

言，进入全球市场，或是通过语音识别

和生成技术，打造有声书、播客等多媒

体形式，吸引更多受众。总的来说，AI

为出版业带来了创新的工具和方式，让

出版业能够适应和开拓新的市场需求。

□未来AI在出版业如何发展，你有

什么建议和展望？

■我觉得出版业应该积极拥抱 AI

技术，把它作为提升效率和创造力的工

具。AI可以帮助编辑和作者优化内容、

加速出版流程，还可以分析市场趋势，

帮助出版商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此外，

保证内容的质量和原创性是关键。尽

管AI可以生成大量的内容，但出版业必

须确保内容的独特性和深度。AI应当

是辅助，而不是替代，出版业需要找到

平衡点，利用AI来增强而不是削弱内容

的价值。而在法律和伦理层面，保护知

识产权和确保AI使用的透明度也非常

重要。随着AI在出版业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制定清晰的版权规则和使用规

范，将有助于保护原创作者的权益，避

免潜在的纠纷。

我希望AI技术的进步能够为出版

业带来更多的创新机会，比如互动内容

和多媒体出版形式，通过与AI的结合，

为读者提供更丰富、更有趣的阅读体

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杜雨：如何理解和接受当下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
■受访者：杜 雨（作家、人工智能专家） □采访者：张佳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人工智能+”行动的核心，就是推动人工

智能有序赋能重点领域，加快重塑产业生态，培

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让人工智能成为新质生产

力的驱动引擎。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高度依赖底层科学创新。因此，利用人工智能

驱动科学创新，进而打造科研—产业—政策三

者的良性循环，是当今落地“人工智能+”行动，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中之重。

电子工业出版社《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

驱动科学创新》着眼于“人工智能+”的核心话

题，面向未来中国科技战略布局，重点回答了应

该“+”什么、怎么“+”的问题。书中将笔墨聚焦

于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材料科学、能源科学、

电子技术、环境科学等国家重点发展的科技领

域，分别从科研视角、产业视角和政策视角分析

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各领域的结合方式与结合案

例。本报记者对该书作者杜雨进行了专访，让

我们看看作者怎么说。

《清香的日常》

潘向黎著/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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