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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讯技术的变革，人们对手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并逐步建立了“手机自我”

可能没有人否认，自己和手机越来越亲密了，人们在手机

上消耗的时间在不断增加，手机上的应用越来越多。可见，手

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无法离开的随身物品之一。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亲身经历了手机从第一代（1G）

到第四代（4G）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心理、行为的改变。如今，5G 时代即将来临，第五代移

动通讯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这一定是超出普

通人想象的。回首 1G 时代到 5G 时代，短短三十多年带给

人们生活的影响是出乎预料的。从移动通讯产生的 1G 时代，

到已经进行试运行即将开启的 5G 时代，一方面反映出通讯

科技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中国通讯科技和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

模拟技术的一代移动通讯产品，例如“大哥大”，因为使

用价格高昂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在那个时代，还有另外一

种过渡品——寻呼机，通讯还离不开刚刚进入家庭的固定电

话。因此，1G 时代被人们称为语音时代，移动电话也仅是移

动的电话机，通话几乎是其唯一的功能。

进入 2G 时代，数字技术的使用让手机更便于携带，使用

成本的下降使得手机很快进入了百姓的生活。除了通话功能

外，2G 手机还增加了短信、简单的 WAP 网页浏览，以及拍照、

音乐播放和游戏等功能。由于网络流量费用很高，很少有人

用手机上网，这个时期的通话费用也不低，于是每条 1 毛钱

的短信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沟通方式。因此，2G 时代也被称

为文本时代。这个时期产生了另外一种非沟通的表达方式——

短信段子，一些搞笑、嘲讽的热门段子由此在手机之间传播，

并逐渐产生了文本形式的资讯推送和获取方式，如手机报、

文本格式的小说等。但受限于网络和手机技术，这个时期手

机的功能依然有限，应用范围也较为狭窄。

3G 手机的出现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以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为动力的。因此，这一时代可以称为网络时代。

网络容量的增加、网速的提升使得手机浏览网页变得流畅，

电子邮件办公、音乐和视频下载也随之流行起来，QQ、微信

等社交应用软件开始流行和普及。移动网络功能满足了人们

日常工作、学习、社交的需要，手机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

活工具。

4G 时代被称为视频时代，更快的网络速度、更高的网络

质量、更低的网络费用使得以网络购物、网上支付等为代表

的手机消费大受欢迎，越来越多的用户和商家在网络平台聚

集，手机进入了生活的各个领域，彻底重塑了人们的生活形态，

重置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

可以说，人们生活在手机上，并正在建立“手机自我”。

手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交流的需要，却又拉开了人

际距离

自古以来，沟通和联系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

王俊秀

【摘要】从 1G 时代到 4G 时代，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手机已经从沟通工具演变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拉近时空关系的同时，手机也拉开了人际距离。在实现“身披全人类”梦想的同时，手机也导致了“自

恋流行病”的产生，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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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与“手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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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人口流动性很小，活动范围不大，一个家庭和家

族往往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或者相邻的地方，人与人的交流

多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话语成为人际交流的唯一方式。传

统社会也有在外赴任、去异地他乡谋生的人，与家人、朋友

分离后，最主要的联系方式就是书信。受路途、气候、时局

等因素的影响，这样的沟通非常不容易，例如唐代诗人杜甫

就在《春望》一诗中写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现

代科技催生了新的沟通方式，实现了即时沟通，但电话的普

及速度并不快。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书信依然是一种重要

的人际联络方式。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人际沟通方式的发展是缓慢的。从

原来双方在场的面对面交流，到艰难实现鸿雁传书的双方不

在场的交流，再到科技的进步使得不在场的双方可以通过固

定电话实现语音即时交流，人类的沟通质量有了显著的跃升。

这虽然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依然摆脱不了电缆的束缚。

2G 时代的到来，让人际沟通实现了时时“在线”。从“在场”

沟通到“在线”沟通，再到即时“在线”，人和人的时空距离

从来没有这么近过。例如飞机降落，人们纷纷打开手机给家人

报平安，便利的通讯方式能够带给人们安全感。到了 4G 时代，

人们虽身在异地，也可以进行视频通话，实现了虚拟的“在场”。

与此同时，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却越来越少。麻省理工

学院心理学教授雪莉·特克尔认为，“人们通过移动设备把自

己牢牢地拴在网络上，从而获得自我的新状态。第一种状态

是‘逃离现实世界’：也许他们正在你身边，但他们的精神已

经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她指出，“现如今，人与人之间的

联系并不取决于我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取决于我们可以使用

的交流技术。大多数时候，我们随身携带着这些科技手段。

事实上，孤单也许看起来更像是群聚的前提，因为当你心无

旁骛地、不受干扰地盯着你的屏幕时，可能更有利于交流。

在这一套新规则里，一个火车站（又比如一座飞机场、一间

咖啡馆、一所公园）不再是一个公共场所，而是一个社交聚

集之地 ：人们在此相聚，但并不相互交谈。每个人都‘拴’

着一台移动设备，这台设备就像一扇大门，使他们与更多的

人和地方联系在一起”。

的确，在众多的联系方式中，我们往往会根据不同的关

系选择安全感最强的方式，人们直接电话联系的频率大幅下

降，打电话前可能需要通过短信和微信确认一下，避免突兀。

手机拉近了时空距离后，人们获得了联系的自由，但还是希

望保持独处的空间。

手机实现了“身披全人类”的梦想，却产生了“自恋流

行病”

德国著名哲学家阿诺德·盖伦在讨论人类技术进步的社

会心理问题时使用了“器官代替”的概念，这类似畜力代替

人力，机器代替畜力，通过使用代替技术完成了超越个体器

官潜力的事情。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从传播学角度阐述了

人体机能扩展的思想，在他看来，任何发明和技术都是人体

的延伸，电子技术使人延伸出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模式，

他有一句名言 ：“在电子时代，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就是我

们的肌肤。”4G 时代的手机基本上实现了麦克卢汉所说的“身

披全人类”的梦想。手机集成了大量的应用功能，取代了照

相机、摄像机、银行卡、公交卡、会员卡，等等，成为生活

工具的集大成者，给了人们无限的便捷和无穷的底气。

也许是源于“身披全人类”的自信，“自恋文化”开始流

行。4G 时代的手机为分享和自我表现提供了便利，人们逐渐

把现实中的自我和手机中的自我分开，许多人的“手机自我”

表现出“自恋流行病”。某些手机因为美颜功能强大而大卖，

许多人陷入虚拟游戏而痴迷于体验“双重人生”。一些人在微

信朋友圈发出经过美颜的照片，炫耀自己的高档消费，在小

视频中分享自己的旅行生活，把经过整饰后的生活展现出来，

希望得到别人的点赞。正如雪莉·特克尔所说，“自恋时并不

是指那些爱自己的人，而是指脆弱的个性，拥有这种个性的

人需要源源不断的外界支持来进行自我确认……自恋者仅以

量身定做的表达来与别人交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博导）

【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心理建设 ：社会治理的

心理学路径”（项目编号 ：16ZDA23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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