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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回 放

日前，有一条微博被网友广泛转发“每每聚会都有一堆人黏着手机

不放，很让人讨厌。那么，吃饭时全部交出手机，谁先受不了去碰手机

的人就要买单！”这条微博引发了人们对手机不离手现象的关注。

手机进入人类社会已近!"年。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越来越

轻便，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智能化；另一方面，伴随科技的日新月异，一些

人却陷入过度依赖手机的困境。如今，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正越来

越多地被手机控制，人情味和人心的距离正在变得越来越遥远。

毋庸置疑，中国手机拥有量世界第

一，且会长期保持此纪录。可能我们也

保持着另一个纪录：手机依赖综合症人

群世界第一。随着手机在中国的普及，

基本人手一部，特别是年轻人中智能手

机拥有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

人开始被“手机依赖症”困扰。朋友聚会

时，不停刷微博；地铁公交候机楼，不停

发微信；家中陪父母，持续瞄手机；手机

没带在身边就心烦意乱，无法认真工

作；一段时间手机铃声不响，就会下意

识地看一下设置是否正确；经常把别人

的手机铃声当成自己的手机在响，脾气

也变得暴躁起来……

有报道说，兄弟几家人相约去爷爷

家吃饭，饭桌上老人多次想和孙子孙女

说说话，但面前的孩子们却个个抱着手

机玩，老人受到冷落后，一怒之下摔了

盘子离席。还有人与朋友手机聊得热火

朝天，见面了却难以相认，原来几年未

见，早把对方的相貌忘到爪哇国去了。

这种冰冷人机关系对温馨人际关

系的侵蚀和取代，警示我们应重新审视

人与科技的关系。在从现代科技发展中

获得生活便利和效率的同时，我们正在

对技术越来越依赖，包括强烈的心理依

赖和信息焦虑，以至于患上所谓的网瘾

和手机瘾、依赖症等。

手机拉近了时空的距离，成为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如果整天抱着

手机沉迷其中，机不离手，不能理性使

用，因手机少了当面交流，对家人朋友造

成隔阂和疏离，手机就会成为疏远感情

的“第三者”。

亲情友情是让我们心情宁静、感情

交汇、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根源，

当面的谈天相聚，是交流沟通亲情的最

佳手段。人机关系永远不能取代人际关

系，所以我们应当回归“原始”交际，多与

亲人朋友面聚，去过一种既有利于自己

身心健康又有助社会平静的生活。与家

人或朋友在一起时，应适当关机，甚至不

带手机，让手机在特定时间内淡出我们

的生活，不要让“手中机”取代“当面情”。

调查显示，现在用智能手机刷微
博、玩游戏、收发邮件、浏览网页的人
越来越多，其中!!"的人每天开机#$小
时以上，%%&''(的人$)小时开机，*'(
的人表示：如果手机不在身边会非常
焦虑。在候车室、候机厅、剧场、电影
院、饭店等场所，我经常看到一些人，
特别是年轻人，都在埋头摆弄手机，有
的甚至连广播通知检票都听不见。

我家%个女儿、%个女婿，还有儿
子、儿媳妇，都爱玩手机。平常各有各
的事要做，没有时间聚会，只有在节假
日才能大团圆。就说今年春节吧，本来
十多口人聚会，会谈笑风生，很热闹
的。可是他们每人拿着一部手机，有
的玩游戏，有的发短息，有的看新闻，
有的发微信，有的看微博，有的上++

聊天儿，五花八门……个个玩儿得津
津有味，互相间很少有语言交流。就连
我和老伴儿想和孩子们唠磕、交流交
流感情都成了苛求。甚至饭好了，老伴
儿一遍又一遍地喊，众人才勉强撂下
手机，上桌紧忙吃两口，一下桌又操起
手机继续玩儿。一种由于对手机过分
依赖而形成的现代心理疾病———“手
机依赖症”，就这样在我家悄然现身
了。

春节过后，我分别做儿女们的思
想工作，结合实际给他们讲了手机依
赖症种种表现：表现之一，手机不离
身，没手机就像丢了魂儿一样；表现之
二，手机没有信号或信号弱时，持机者
就心烦意乱，焦虑不安；表现之三，手
机不是白玩儿的，需要钱，日积月累，
开销不小；表现之四，出现幻听症，常
常觉得手机铃声响了，可是拿出来看
看又没有；表现之五，持机者还出现各
种身体不适的状况。

我对子女说，你们眼下还属于对
手机轻度依赖，及时纠正，还是没啥问
题的。我要求他们多与人交谈，多读
书、看报，通过自我约束逐渐减少不必
要使用手机的次数，多听听音乐、外出
散步、郊游、健身。能够不用手机完成
的事情，尽量不用手机。等你们慢慢戒
除过分依赖，咱们家才能回归往常彼
此间暖暖的亲情和情感交流。

交流的“杀手”
! 陈希国

吉林九台 退休干部

作为老师，我打心眼里很羡慕这
些“,-后”、“--后”学生，他们出
生成长都赶上了好时代，吃穿用住行
都新潮而便捷，他们消费、享受的许
多东西是我那代人根本想都不敢想
的，比如手机。

如今手机早已普及，其智能化在
带来生活质量提升、信息便利丰富的
同时，也让人由衷感受到这种“突飞
猛进”背后的尴尬与无奈。

就比如课堂上，我正在讲台上讲
课，突然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短
信震动或者一段流行乐、甚至恶搞音
乐的来电提示音，整个气氛顿时就被
破坏了，往往需要几分钟才能平复下
去。

我只要有课，进教室前都会关机
或者至少设置为静音，我也这样要求
学生，但还是会有各种“杂音”层出
不穷。

现在我们在构建和谐校园文化，
强制学生不用手机或者上课关机，我
总觉得也有些不人道。但有些学生不
分场合时机，甚至故意炫耀手机的音
响质量，我总会毫不留情地给予批
评。

如今的手机更加多功能、人性
化，加上 %. 上网功能，俨然就是
一部“掌上电脑”，“工具”的初衷
逐渐褪色，“玩具”的功效日渐凸
显。

我在学生公寓查铺时，发现大
半夜还有不少学生窝在被子里，用
手机看电影、上 ++、读小说、玩
微信，而这些学生八成以上原本都
有 )-- 度以上近视，这样熬夜“用
功娱乐”，对脆弱的视力而言，更是
一种摧残。

在我看来，不论网络、电脑，还
是手机，作为工具使用，当然受益匪
浅；但如果倾向于当作玩具来娱乐，
那自然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黄自宏整理

工具非玩具
! 李茂银

四川乐山 中学教师

一日，我在卫生间洗漱，隐约听到
手机响，于是大呼：“老公，快把我的手
机拿来！”老公说：“没听见响啊。”我
坚定地说：“响了，一定响了。”着急忙
慌从卫生间出来，找到手机一看，没有
任何提示，连个垃圾短信都没有。我
说：“那就是你手机响了。”老公开玩笑
地说：“你手机强迫症了吧？”

上述情景，在手机如此普遍的今
天并不陌生。公共场所，一个手机铃声
响起，很多人同时拿出手机查看的景
象早已司空见惯，甚至即便没有铃声，
大家依旧频繁地从身上各个角落掏出
形态各异的手机查看。这种现象，在心
理学家看来，是强迫症中的又一种典
型病例———手机强迫症。

再上网查查，一查吓一跳。原
来，除此之外，如果常常无意识地过
于频繁利用手机玩游戏、发微博、查

信息等，即使每次查看手机的时间不
超过 %- 秒，也属于强迫行为。当事
人明知这种行为没必要，就是不由自
主地要这么做。

智能手机的出现，使手机真的成
为信息时代的“战斗机”。查大事，
阅小情，手指一动，消息自然来。各
种网络客户端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
使得交友、购物和互动等成为指尖上
的游戏，世界就这样被折成一个小方
块，揣在了我们兜里，然后不知不觉
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依赖，从
工具变成了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变成了有些人的精神附着体。

手机被我们刷来了新鲜资讯、虚
拟空间和网络生活，更刷去了家人间
的沟通交流、朋友间的见面拥抱和浓
浓的书香味道。手机让世界变小，却让
人少了探索世界的热情；让距离变短，
却少了他乡遇故知的情怀；让朋友变
多，却少了一句话、一杯酒的真心碰
撞。朋友，我们是否有勇气向手机说
不，让它永远停留在我们生活字典里
的工具栏中？

我们被“强迫”
! 周 颖

北京 媒体人

有天一大早挤上地铁，才发现没
带手机，遗憾着看不了新下载的美
剧，无法阅读手机报……回顾周边地
铁一族，或在阅读小说，或沉迷于激
烈游戏中，或陶醉在微博微信中，或
抱着 /012看大片，只有我独自发呆，
无所事事。更可怕的是上班后，谁都联
系不到我，让人魂不守舍。曾经几次，
对面领导手机响，误以为是我的微信
在召唤。就这样，狼狈的一天结束，回
家一看，34多个未接电话、$4个短信，
众多未回复微博、微信，目不暇接。

一次同学聚会，老同学见面点完
菜就各自拍照，然后边吃边发微信，
使得现场气氛很不活跃。直到快结束
时，有男同学大喊一声，“你们先别
忙乎了！”才想起同学之间应该叙叙
旧，聊聊主题。难怪有公司老总开年会
提议，“大家统一泡温泉，看你们谁再
玩手机！”试想一下，如果同事们在讲
话，而你的指尖在犯毒瘾，是不是对别
人不尊重呢？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周边
的人全都变成了把手机当对讲机的保
安（微信语音），你又会作何感想？

近日，同事的手机丢失，他发疯
似的找，还一再强调，我的一切都在

上面，照片、记事本、电话簿、我的
……所有隐私。也许我们和他一样，
是 $) 小时不离不弃的手机依赖者。
曾几何时，手机早已成为我们最最亲
密的爱人，绝对不能分离的亲人，否
则寸步难行，失魂落魄。

手机让生活快捷的同时，也带来
人情冷漠。我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指
尖上的操作并享乐虚拟人生，忽略了
面对面的真情交流和换位思考。回想
一下，当年的一封家书带给人们的那
份牵挂与温情，是我们现在生活所不
能体会的一种人生感悟，也许那才是
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与寄托。

指尖的“毒瘾”
! 马薪蕊

北京 影评人

在教室、宿舍、食堂、操场和校
园的每个角落，每位同学的兜里都揣
着一部智能手机。我周围的同学朋
友，早上睁眼起床后的第一件
事———用手机看时间看短信；上课
听得累了无聊了———用手机看小说
玩游戏；食堂吃饭间隙———用手机
刷微博刷微信；回宿舍休息了———
用手机跟朋友通个话叙个旧；熄灯
了，爬上床了，还要将手机拿到枕
边，上上网聊聊天后才能安然入睡。
如果手机突然从生活中消失了，我们
都会抓狂。

我得承认，今年过年回家，很大
一部分时间都在玩手机。每次陪爸妈
聊天，说了 34 多分钟就没话了，电
视又不好看，同学又离得远，不玩手
机，我都不知道去干嘛。

学校偶尔也会组织些活动，不过
吸引力不大。班级倒是每一两个月搞
次聚会，但也有一部分人不来参加。有
些同学是因为家庭贫困，不愿出这个
份子钱，还有些同学是性格孤僻，不喜
欢热闹。而电脑游戏的盛行，让愿意出
门进行体育锻炼的同学变得越来越
少。除了学习，剩下大把的时间里，真
的挺无聊。一旦走出宿舍没了电脑，智
能手机就成了我们消磨时间的最佳工
具。时间一长，手机瘾就戒不掉了。

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我的生活
里能多出现些男女同学联谊、踏青郊

游、运动健身之类的活动，我会满心欢
喜地抛下手机，真真正正地去拥抱生
活，了解同学，结识朋友。可惜现在，学
校和班级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
少了。 本报记者 汪灵犀采写

渴望真生活
! 程义志

北京交通大学学生

以前，我回到家中做完了作业，
就喜欢玩妈妈的手机，特别喜欢手机
上的各种游戏。一次，我见妈妈心情
好，就对她说：“妈妈，你就给我一
个手机吧。”妈妈说：“不行。”我
说：“我不会因为玩手机耽误做作业
和学习的。”经过我的不凡“嘴功”，
妈妈最终心软了，就把一个爸爸暂时
不用的手机给了我。

我太兴奋了，拿起手机就玩游
戏，还把手机带到学校，课间时，和
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玩，他们很羡慕
我。后来，老师看到了，让我把手机
带回家，不能再在学校里玩。

今年春节回到乡下老家，我和叔
叔家的弟弟一起玩手机，玩得顾不上
和爷爷奶奶说上一句话，顾不上爷爷
奶奶喊我们吃饭，爷爷很生气。

爸爸把我叫到跟前，教育我说：
“儿子，我们快一年没回老家了，爷
爷奶奶很想念你。你回到了老家，就
那么几天时间，非常宝贵，要和爷爷
奶奶多聚一聚，多说说话，陪陪他
们，不能光是玩手机。手机可以打电
话、发短信、听歌，是我们工作生活
的好助手，但用的时间长了，浪费时
间，伤害眼睛，还辐射身体，影响健
康，会产生手机病。”

听了爸爸的话，我很惭愧，就不
再长时间玩手机，而是多多陪在爷爷
奶奶身边，和他们聊天，还一起散
步，一起快乐地过了春节。

后来，我从电视上得知，现在
还出现了一大批“/012 娃娃”，走到
哪里都捧着 /012，几米之内也在网
上联络。我想，我不会像他们那样
的。

不做“手机娃”
! 鲁一诺

河南省南阳市第 #$小学

! 王韶钦 鲁 钊

手机难代当面情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玩手机

手机 疏远你我的“第三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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