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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一年的数据新鲜出炉，许是又到家人团圆的传统
节日，连日来，关于生孩子的话题，再度被媒体翻炒，又热
了一波。

读新闻，看评论，却发现这一波人口舆论潮，与此前几
次，大有不同。以前的媒体讨论，几乎都是聚焦在“年轻人
为什么不愿意生了”“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促进大家愿生多
生”，但最新的舆论，却有了不一样的声音。譬如文章《人口
与新的游戏规则》《人口负增长了，所以就要鼓励生育吗？》

《人口趋势难以改变，能改变的只有人口浪费问题》……
理解舆论场的这样一种变化，或许可以看另两篇文

章。一是《2022年中国人口负增长，只是开端》，文中的数据
分析告诉我们，不仅“人口下降会是长期趋势”，而且“人口
下降的速度在未来还会加快”。二是《“新加坡人口问题，我
解决不了”：李光耀去世前为什么绝望？》，这里有新加坡的
实践，却发现，“发钱，根本解决不了生娃的问题”，即使统
计数据显示，有两个孩子的新加坡家庭，当孩子年满13岁
时，经济方面累计得到的资助可以达到118000 美元（约
75.2万元人民币）；“有了房，甚至有了大房子，还是解决不
了生娃的问题”，新加坡有完善的组屋制度，但李光耀说，
过去一些地方，人们的生活环境更拥挤，但生的孩子却更
多，现在，即便是有更大更便宜的房子，到头来，可能还是
只会生一个小孩。

于是，即使新加坡拥有亚洲最为全面的生育支持措
施，但新加坡的生育率依然节节下跌，刚刚过去的2022年
则是跌至10年来最低。于是，即使李光耀曾经说过，如果要
我说出哪个问题对新加坡的生存威胁最大，我会说是人口
问题，却最终也只能承认：“这个问题我无从解决，也早已
放弃。”

新加坡其实并没有真的放弃，比如他的移民政策就
在不断放宽，试图从另一个维度解决人口问题。事实上，
前述的那几篇不一样声音的文章，也都是在寻找我们自
己的解决之道。而那个不一样，恰在于，他们的方向，并不
是——“生”。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维持人口正增长，为什么一定要
保证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中国的人口真的已经不够用了
吗？”文章《人口趋势难以改变，能改变的只有人口浪费问
题》就这样问道。文章分析：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国家”，这几乎是人类有正规资
料可供统计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常识。甚至可以说，整个东
亚文明的思维、行为逻辑，都是建立在“我们不缺人”这个
基础上的……过于充足的人口供应，造就了中国在改革开
放过去40年中，可以一方面不断扩大产能、提供越来越多
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却又始终维持着劳动力市场的买方
议价权，让劳动力维持低价。这应该说是一个世界近现代
史上的奇景。有人将其形象的总结为“人口红利”。然而曾
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并不是天然正义的，它的
反面是惊人的“人口浪费”，是人多所带来的种种内卷……
当下中国人口焦虑的本质，其实是“人口红利焦虑”。很多
人担忧未来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肆意的廉价购买甚至
挥霍浪费劳动力了。而这确实也是个即将到来的事实……
我们无从调整人口的趋势，我们只能调整对待人的思维。
想让我们民族复兴的进程不被打断，我们的文化能够继续
传承发扬，我们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视每个人，东亚
文明过去那种重视集体而忽视个人的“粗放式”传统必须
向“精细化”进行调整。——这是我们的文明在未来一百年
内为了求存，急需补足的一课。简单地说，过去靠“堆数量”
取胜的中华文明，未来必须改走“质量流”了。

人口浪费问题的提出，是这篇文章给人惊艳之处，但
最惊艳的，却不止于此，而是文章所说的态度背后的态度。

“人口趋势不能被调整，能被调整的，只有对人的态度”，这
是文章所说的态度；而态度背后的态度，恰是面对变化，我
们当如何视之处之。

于是，想起了一本书，书名曰《变革之舞》，书中有言：
“任何持续不断地进行深层变革的过程都要求我们在思维
方式上必须进行根本的改变。我们需要认识到成长过程的
性质以及怎样激发它们。我们还需要认识到阻止进步的力
量和挑战，以便制定出可行的战略，应付这些挑战……这
是自然之法则。我们要么顺其而行，要么与它背道而驰。”

当前时代，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类新声音 一个新态度
□ 华 翔

科技馆：自然科普 共“碳”未来

博物馆：大展宏“兔”文化盛宴

春节长假期间，市博物馆将推出大
展宏“兔”——兔年春节系列活动，为市
民奉上一场生动有趣的文化盛宴，让大
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春节的氛
围，在欢乐中感受博物馆的魅力。

“好事成兔”，新年伊始，市博物馆
特别推出了“盛世风华——大唐地宫
的惊世宝藏”特展，将大唐地宫宝藏呈
现在观众眼前。本次活动将带领青少
年亲手制作一对毛球小兔子耳环，配
合金银器展览，让孩子们感受金银器
的魅力。

“钱兔似锦”，新年“派利是”，是中
国的传统习俗。“利是”又称“利事”或

“利市”，取其大吉大利、好运之意，一般
老人家则称之为“红纸”，也就是压岁
钱，而利是封就是装压岁钱的封袋。活

动将通过制作兔年利是封，传递吉祥祝
福，将好运带回家。

“守福待兔”，一年伊始，大家都希
望干净整洁地迎来新年。动手制作一
个收纳篮，可以让房间收纳能力提升，
让家庭更加和谐舒心。活动将兔子与
收纳篮结合，使家中充满兔年气息。

“瑞兔迎春”，在立体书中，小朋友
将要画出春节到来时一家人的和睦场
景。贴门神、吃团圆饭、放鞭炮等等，这
些新春习俗也伴随着每个中国人的新
年，传递着中华传统文化。

“萌物来袭”扭扭棒作为一种颇受
年轻人喜爱的手工形式，承载了一种创
新性。活动用扭扭棒制作出一只萌兔，
表达着新年到来的喜悦与欢乐，让绒绒
的小兔陪伴大家过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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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
人间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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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春节
民间文化娱乐

新的一年
从读书开始

形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了
解成语，学习成语。市民戴
上VR眼镜即可看到一个古
代练兵场的场景，拿上 VR
手 柄 ，手 柄 即 可“ 变 成 弓
箭”，挑战者手握虚拟的弓
箭射击正确的靶子，完成成
语的填充。

书法桌，是市图书馆为
书法爱好者准备的一套触摸
式书法体验产品。采用互动
大屏和触屏技术，无需蘸墨，
无需纸张，就可以在触摸屏
上练字，如同用毛笔在纸张
上写字一般，还可以将毛笔
的入笔、提笔、收笔等动作深
度模拟出来。

朗读亭，是市图书馆引
进的一款可给读者提供自助
朗读训练、提高朗读技巧的
设备。覆盖各个年龄段读者
的朗读需求，拥有良好的用
户界面和人性化设计，用于
自助进行朗读训练。

市图书馆还特别策划了“舌尖上的年
味儿——中国春节传统美食主题展”，分
为“年夜饭简史”“中国各地春节传统美

食”“中国各民族春节传统美食”三个部
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我国各地、各
民族的春节传统美食，彰显中华传统饮食
文化的魅力。

书店：有奖互动 有趣绘本

凤凰镇江新华书店为广大读者特别
奉送丰厚的新春大礼包，关注书店抖音
号，以“书名+作者+推荐理由”的形式留
言，就可以分享读者挑选的年度好书，交
流读书心得体会。点赞前10名的读者将
获赠精美定制玻璃杯一只。新华书店还
推出了各类图书折扣促销活动，新春特色
主题活动……

望山书局、漫书阁春节假期，将开展
节假日绘本故事活动，听“凤凰姐姐”讲绘

本。有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绘画艺术相
结合的《月亮月亮停一停》，讲述安格斯和
露西喜欢书的《爱书的孩子》，采用书中
书、信袋、立体等多种工艺，将游戏与传统
文化完美结合，让孩子在动手玩乐中铭记
传统的《过年啦》，独特的角度、独到的见
解，用聪慧式社交帮孩子建立社交情商的

《麦卡的节日爆竹》，以节日为主，融合民
俗、节气、历史传说、诗文等相关知识的

《文化都在节日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兔岁报新春，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重
要的传统节日，是人们祈福风调雨顺、
全家团聚的日子。2023年是中国传统
的兔年，兔可爱活泼，寓意福寿康宁，是
活力和幸福的象征。

兔年春节即将到来，记者了解到，
春节假期，我市诸多文广场馆，将推出
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民俗活动和文化娱
乐活动，为市民文化过年提供好去处。

春节长假春节长假，，这些文化场馆活动多这些文化场馆活动多

镇江是第二批国家低碳试点城市，
市科技馆在春节假日里，将推出丰富的
自然资源科普实验活动，邀请广大市民
一起共“碳”未来。

科普活动包括：“五谷”成画，五谷
杂粮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除了可
以食用，市科技馆将展示五谷的另一种
作用，用来作画。守“福”待兔，灯笼是
一种中国传统手工艺品，也是喜庆吉祥
的象征。科技馆带领大家零距离感受
传统年味……

科学实验秀包括：“空气的威力”，
为什么等地铁的时候要站在安全线以
外？为什么小球能在不同平面叠起罗
汉？来学习伯努利原理吧。“寻找空
气”，空气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无形无
色，跟随科普老师的操作，对空气进行

“可视化”的探索。“探秘地球的大气”，
虽然大气压看不见也摸不着，但科学实
验却能证明大气压的存在，科普老师让
你见证它的威力。还有“花房效应”、

“水的净化”等实验。

市科技馆的低碳生活宣传

市图书馆VR成语论箭

图书馆：乐寻年俗 阅享年趣

为深入挖掘春节所凝结的优秀传
统文化内涵，营造热闹祥和的春节氛
围，市图书馆特举办春节系列活动，推
动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不断发展壮大。
活动包括：

猜谜，传统民俗娱乐活动，通过给
定的提示性文字或图像，按照特定规
则，猜出指定范围内的事物或文字。图
书馆一共准备了 300道谜面，将在春节

活动期间陆续放出，让市民趣猜谜，赢
奖品。

投壶，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做
的一种投掷游戏，也是一种礼仪。在战
国时期较为盛行，尤其是在唐朝，得到
了发扬光大。参与投壶的市民可以获
得一份精美礼品。

VR成语论箭，以博大精深的中国
成语文化为素材，加以新型的VR展现

影院：多款影片 争夺贺岁

19日上午，记者查询得知，2023年春
节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突破 3亿，《满江
红》登上新片预售榜第一位，《无名》《流浪
地球2》分列二、三位。

统计数据显示，大年初一的排片情
况，《流浪地球 2》首日排片场次 10.4万，
占比27%；《满江红》首日排片场次9.9万，
占比25.7%；《交换人生》和《无名》的首日
排片场次占比分别为17.4%和13%。

截至目前，2023年春节档共有7部影
片上映。其中 6部影片定档大年 1月 22
日初一，《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选择延档
至大年初三。尽管影片数量较去年春节
档略有减少，但今年春节档的影片类型更
加丰富，《交换人生》是往年春节档最受欢
迎的合家欢喜剧片；《中国乒乓之绝地反
击》是主旋律体育电影；成人动画片《深
海》、儿童动画片《熊出没·伴我“熊芯”》也
分别拥有一定的受众基础。

今年春节档电影平均时长达到 130
分钟，打破春节档历史纪录。除上述国产
大片以外，此前已上映的《阿凡达：水之
道》《穿靴子的猫 2》同样加入了春节档的
票房争夺战，分别延长上映周期至2月14
日和2月22日。

此外，今年春节档电影票价有所回
落。有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档预售平
均票价 53.7元，相较 2022年春节档预售
同阶段平均票价56.2元下调了2.5元。

电影《满江红》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