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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竞赛
智能手机业者并没有多余的

精力思考这些问题。《!成瘾》中总
结了智能手机之所以能够诱惑人
使用的 "大特征：它简便易用，是
一种视听享受，提供众多选择，让
沟通无压力，更重要的是，匿名而
且安全。实际上，行业内的大小公
司无一不正沿着这个方向一路狂
奔。

中国手机用户正在追求更大、
更快、更智能的手机，他们甚至愿
意为此多付出一倍的价格。但没人
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趋
势有增无减。中国去年销售了 #亿
部智能手机，但仍未普及，有消息
说，明年 $%的用户量将是个惊人
的数字。 “智能手机的潜力几乎
是无限的。我们判断短视频将成为
新的流行，但不确定究竟以怎样的
方式呈现，只能尽量去猜测它。”曾
学忠说。

曾所在的中兴通讯是中国最
大的手机企业之一，以往的主流市
场在“满足基本智能需求”的千元
机，但最近他们悄悄改变了自己的
定位，把主要市场定位到了 &'''

元左右。例如他们推出的新款 "()

英寸大屏手机，可以将屏幕分成两
部分，一边用来观看视频，另一边
用来与朋友讨论。

轰轰烈烈的讨好用户行动，正
在中国手机厂商中像病毒一样传
染着。例如，中国的另一家智能手
机厂商 *++*，最近也推出了新款
手机，它拥有夸张的外貌———一个
可以前后旋转的摄像头和背部的
触摸感应器，此外，相比于苹果 !*,

系统动辄数百项改进而言，它的系
统还“根据用户反馈进行了 -))"

项体验改进”。
有道笔记的负责人蒋炜航最

近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他认为目

前的界面太过繁杂，给用户带来
困扰，让后者畏难而退。这样的修
改在类似的公司是家常便饭，往
往是团队中的某一个人，忽然怀
疑用户会不喜欢现在的界面，大
家就会像见到鬼一样跳起来，不
吃不睡地掀起一轮翻天覆地的整
改———尽管没人能肯定用户到底
怎么想。

蒋的焦虑也是很多手机应用
业者的焦虑———如何留住用户的
眼球？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
题也就不成问题。“任何一款应
用，都有一个类似的共性，即用户
是有使用成本的，用得越久，要放
弃它的代价就越高，这一点与手机
用户的年龄、性别、背景无关。”蒋
说。

他列举了一个例子，一位 "'

岁的黑龙江公益组织负责人，把这
家机构的所有办公文档全部分门
别类存到了笔记里，以便自己可以
随时随地使用手机查看。“他对我
说，他一天都离不开手机了。”

很难想象，这样的巨大变化，
实际上只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发生。
尚文，手机淘宝的负责人说，仅以
淘宝的“双 ..”网购节为例，用户手
机购物的占比从前年的很小份额，
飙升到去年的占据 ./-，他预计今
年手机用户购物的比例将会超过
传统的 +0。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双
..当晚，以往没有参加资格的他，
第一次被请进集团的“战略指挥
部”。

但让尚文焦虑的问题还有很
多。集团的一位高管就抱怨说，用
手机网购的流量让人吃不消，她上
个月就因为流量超标，不得不为高
达数千元的话费买单。这可以通过

与运营商的合作解决，但另一个问
题却让人头疼———不要和传统商
场里的购买者相比，就算和 +0上
的用户相比，手机用户的注意力和
耐心往往都少得可怜，他们往往在
被纷至沓来的信息吸引后，忘了本
来要做什么。

尚文的同事，祝铭明和他的
“火眼”团队负责解决后面这个问
题。考虑到用户有限的耐心，他们
开发出的语音识别功能，甚至可以
让“我想找一件某某电影里某某穿
的蓝色飞行茄克”这样的输入，得
到精确的结果。而另一个项目则是
摄像头识别功能，则可以让用户
“扫到什么，就搜到什么”。

这只是开始。祝为 !+1234 "5

上的指纹传感器感到兴奋，他在
家里做了一个长着八只脚、依靠
手机上的芯片和传感器自主走动
的“机器人”，想看看到底会发生
什么。念书时研究人工智能的他
说，“长远来看，机器必将产生真
正的智能。想想看，那时会发生什
么？”

问题的背面
但还有一种可能，问题并非拥

抱诱惑还是抗拒诱惑这样简单的
二选一。

对于网民“菲宝”来说，智能手
机很多时候更代表一种生活，一种
今后的人生哲学。她已经 6年没有
工作了。如果用一个词来确切形容
她的状态，那可能非“职业的手机
网购者”莫属。之前从事船舶仪器
仪表制造的她辞职后，开始了一次
足迹踏遍全国的背包旅行。在旅行
的闲暇时间，她选择了用网购来打
发时间———她用手机在淘宝达成

的交易高达上千次，不仅让自己成
为一个“四黄钻买家”，还和 &''多
个商户成了好友。

现在的“菲宝”以网购达人自
居，并且还希望借此谋生。她创办了
多个手机网络公共账号，自费奔波
于各大电商的总部，用于和有同好
的网购用户分享电子商务网站的动
态，以及自己的购物心得。现在的她
除了网购，还会每天花 .&小时甚至
更多，用手机更新几十条消息分享，
“淘宝（他们）不会为此付给我一分
钱，”“菲宝”说，“但是我的粉丝们会
愿意购买我的经验。”

另一个情况就像网民 7433!5

018。他并非一个重度的手机使用
者，但在他的手机上，有 ."' 个应
用。他甚至制作了一个专门讨论
“应用”的手机应用程序，用于随
时随地和朋友们进行讨论和交流。
他甚至认为这样的应用“集市”，
可以取代谷歌或者苹果官方的应
用市场，因为它更“自由”。

Phubbing
! ! ! !这个词是由 91234 和 538: 合
成而来。最初是由 &6岁的澳大利
亚大学生 ;<4= >?!@1 发起。#'.#

年 "月，在悉尼大学聚集了一批反
对手机低头族的人，他们中有词汇
学家、语音学家、诗人、作家、字谜
高手、辩论赛冠军，他们的任务是
创造一个新词来促使人们放下手
机，关注身边的人。这场运动首先
席卷了澳大利亚本土，接着波及到
北美和非洲南端，然后是巴西，再
到整个中美地区，之后进入欧洲和
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一年之内，超
过 .A' 个国家和地区开始使用这
个词。

关于智能手机成瘾的讨论，看
起来更像是几年前“短信成瘾”的
一种延续。#''B年，美国曾因为加
州一位 .6岁少女每月发 ."'''条
短信的新闻而引发激烈的辩论，但
-年过去，那位少女并未成为问题
少年。
《卫报》最新的一篇文章认为，

智能手机的使用可能对青少年有
益，文章引用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
说，新技术总是会引起“代际恐
慌”，电台曾被称作“控制小孩的无
形的手”，而索尼随身听曾被评价
为“产生类似高潮的节奏”，但它们
并未真的带来那样的现实。

手机也是这样。这份研究发
现，手机社交并未给青少年带来超
出常规的困扰，一个典型的例子
是，即使是再沉迷手机的青少年，
也仍然愿意花时间面对面交
流———他们只是在学习一种新的
社交技能而已。
《纽约客》今年 B月则在一篇

《C?D4:22E如何让你不高兴》的文
章中发现，同样的严肃医学研究之
所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不是因
为具体做什么事，而是因为用户
“主动”和“被动”去做一件事的时
候，对心理的影响可能恰恰相
反。

杨华宁的故事最后有了个光
明的结局。在休息一个月后，他选
择了传统行业的 FG部门，改用非
智能手机，虽然继续从事老本行，
但不需要 )H&-小时待命了。

至于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大
脑系统存在区别这一点，也可以先
不用讨论了。-年前，卫生部已经在
《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里明确
了，网瘾严禁损毁性外科手术。在
有严谨的医学结论之前，不妨先把
手机看作随身听，甚至收音机，看
看究竟最后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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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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