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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革命花费了上千年，工业

革命需要几百年。而信息革命，在

手机技术的推动下，在几十年内重

塑了世界。”《手机浪潮》一书作者迈

克尔·塞勒在书中这样写道。据国

际电讯联盟的数据，2011年全球范

围内有60亿手机用户。

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手机从大

哥大、白屏、彩屏、翻盖、滑盖、到智

能手机，自我革命，迅速演绎。这种

便携的小小机器，一直以来“润物细

无声”地影响和改变着生活和世

界。而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可

见的未来，手机或将变成芯片植入

大脑，和“手”再无缘。

《经济学人》2009年的数据显示，美国

人平均每月手机通话788分钟，大概是由

于美国手机不收漫游费，资费便宜，而且在

美国不少州一边开车，一边用耳机打电话

都是合法的。同时，皮尤互联网与美国人

生活项目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美国的智

能手机2012年达到新高，超过了持传统手

机的人数。美国42%手机用户称，他们主

要用手机打发无聊时间。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26岁医科

学生德里克·史密斯最近一周共发了40封

邮件、收发800多条短信、拍了25张照片、

买了两张电影票、下载了4首歌、看了一整

部电影、上网129分钟、在脸谱网聊

天五个半小时——一切都是通过

他的iPhone 4S实现的。“我的一天

从手机开始，由手机结束，”史密斯

说，“我甚至觉得手里拿的不是手机，而是

自己的大脑副本。”

那么如果一天没有手机呢？在CNN主

办的一次体验活动中，笑星兼电视评论员蒂

尼·奥贝杜拉尝试了一天不带手机的生活。

他称，不带手机走在纽约街头，“一开始我觉

得有种被解放了的感觉，但仅仅15分钟后，

他就开始担心，会不会有人联系不到他，担

心如果错过了重要信息怎么办。甚至觉得

经常装手机的牛仔

裤口袋有震动的感觉。最终

还是无法自控，费了点周折

找了家网吧，查看了邮件，才算稍稍放心。

相比美国人，日本人更喜欢用手机发

短信，收邮件，玩游戏以及读小说，而不是

语音聊天。

大概是日本文化中高度讲究集体性，

个人的需求要首先服从和照顾到集体性的

需要。如果一边打电话，一边上公交车，将

会被司机禁止登车。在咖啡厅和餐厅等公

共场合接电话也会遭到白眼。所以当日本

人的手机响了，他们会慌张窘迫，立刻切到

静音。45岁的东京家庭主妇加奈子芝本

说，“在电影院里面，静音选项甚至还不够

有礼貌，因为荧幕光源会干扰其他观众。”

由于手机的无线电波可能对许多医疗

仪器会产生干扰，特别是装设人工心脏或

心律调节器的病人，很有可能因身边的人

使用手机而导致生命危险。因此日本的一

些铁路公司及公交公司规定乘客在车厢

内，尤其是老人专座周围区域必须关机，车

内其他地方需开启无响铃的“礼貌模式”。

大多数日本人在火车上讲电话会自觉走到

车厢之间，或是低声讲电话。

日本 老人专座周围必须关机

西班牙、意大利手机随处可见，相比日

本，人们在公共场合肆无忌惮地对着另外

一端大聊家务私事。

而在英国，据英国移动企业O2公司最

新的调查显示，手机功能使用最多的是浏览

网页和登陆社交网站，其次是玩游戏，第四是

听音乐，通话只列在第五位，发短信打电话对

英国人来说则俨然成了手机的附属功能。

不仅欧洲的成年人着迷于玩手机，另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英国儿童课外也喜欢

摆弄智能手机。教育专家担心，长时间使

用智能手机等设备可能有损儿童阅读和交

际能力。英国教育部曾经给各个中学的校

长发过一个信函，禁止16岁以下的学生使

用手机。法国则重视到立法禁止12岁以

下的孩子使用手机。而且法国很多家长在

给孩子买手机的时候，还希望选择手机只

能接电话和打电话的功能套餐。

法国 立法禁止12岁以下孩子用手机

在印度与非洲有着和发达国家截然不

同的手机文化，人们可以在公共场合随意接

听电话，甚至包括在电影院里。2007年，卢

旺达总统称“未来十年之内，曾一度是奢侈

象征的手机，将变成非洲的基本需求。”

在非洲许多地区，医疗卫生条件较

差。在乌干达，一个护士平均要照顾5000

个孕妇，许多孕妇因为距离太远而得不到

看护。最近一家软件公司发明的一款名为

WinSenga的app软件或许能解决这个问

题，这个软件可以诊听未出生婴儿的心跳。

虽然对许多人来说，智能手机仍价格过

高，但软件的开发者图沙波称，他坚信使用

者会越来越多，“预计未来3年，非洲将会比

美国有更多类似这样的软件。”图沙波说。

印度与非洲 手机软件能改善医疗条件

未来不可估量
尽管存在不少负面影响，《手机浪潮》一

书作者迈克尔·塞勒依然对手机的未来保持

乐观：“过去和现在依然喧哗动荡，但我们生

活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软件遍布整个

星球，满足每一项需求，在手机技术的影响

下，让人热血沸腾的机会无处不在！”

智能手机更智能

毫无疑问，未来手机会变得更加智能，而

对全球的用户整体来说，无疑智能手机会更加

普及。塞勒称，在未来五年，预计将有50亿人

用上智能手机，有一部分人将跳过电脑时代。

“机”还在，不用手了

科学家们宣布，在可见的将来，手机将会

变成一张小小的芯片植入大脑，到那时，或许

连“手机”这个名字也该改改了。“移动技术代

表了第五次计算浪潮，它让世界为之痴迷，也

让未来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塞勒称。

手机惹来麻烦
作为一种便捷的通讯工具，手机在不断

自我革新，给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为工

具的使用者带来烦恼和麻烦。

痴迷手机影响交际

在智能手机时代，手机功能越来越多，结

果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这种工具，手机成

为一种“幻肢”，似乎成为人的一部分。人们

对手机的痴迷也影响到人际交往。

手机辐射影响健康

另一种常见的负面影响是对健康的担

忧。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6%的希腊人

和69%的意大利人“非常”担心，而英国人和

德国人则分别只有51%和35%。

此外，随着智能手机盛行，信息安全越来

越成问题。黑客可利用虚假智能手机应用

传播病毒并获取经济收入。 据《信息时报》

美国 拿的是“自己的大脑副本”

拉美 技术带来贫民窟变革
手机普及也让识字不多的贫民参与社

区文化，并从中找到了归属感。在巴西里

约热内卢，约20%的人住在贫民窟。2001

年以来巴西一个名为“阳光里约”的非政府

组织开展了一个“阳光贫民窟”项目。该项

目在里约贫民窟建立了20个社区记者站，

目前在巴西全国已分布有300个社区记者

站，制作关于贫民窟居民生活、新闻以及文

化活动等文章、图片、音视频，供贫民窟居

民阅读。这些识字不多的贫民窟居民参与

到项目中，用手机拍视频、拍照片，报道身

边的事情，这也大大降低了项目运营的费

用。“阳光贫民窟”项目助理编辑维克多·查

加斯这样解释道。“手机是一个有巨大包容

性的平台，”他称，“借用这些新技术，越来

越多的人可以参与文化、新闻等内容制

作。”

“我们帮助社区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生

活的贫民窟，贫民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有着太多负面的意思，现在居民重新找回

了归属感。”查加斯补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