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第 1 期 （总第 101 期）

2013

年
第
一
期

一、手机传播中人际关系的变化发展

（一）手机传播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个西装革履，腋下夹包，腆着肚子的大老板站在街边对着“大哥大”喊话，引来行人纷纷侧目。不知大

家是否还记得这属于 80 年末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画面。大哥大是现代手机的最初形式，很多人也将其形象

地称为“砖块”。大哥大风靡一时，也因为价格的昂贵和使用费用的高昂，一度是身份、财富的象征。但无论

大哥大在当时有什么其它的含义，其将大众从固定电话的时间、地域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作用无疑是人类

信息技术的又一次革新。随着大哥大的抛砖引玉，手机的发展变革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形状由第一代的“砖

块”变成现在的几寸大小，且随着“概念手机”的出现，形状已完全颠覆了人类固有的手机印象；功能从单一

的通话功能到与互联网结合之后所呈现的无限发展的可能。
手机自身飞速变革的同时其普及的速度也让人膛目结舌。根据调查显示，目前全球有 32 亿手机用

户，中国移动电话总数达到 8.05 亿户。在未来几年内，有望至少再增加 10 亿。今天手机的普及率已超过了

汽车（目前全球登记车辆为 8 亿俩）和信用卡（14 亿张）。固定电话在全球 80%以上的国家普及耗费了一

百年的时间，而手机仅用了 16 年就完成了相同目标。[1]

鉴于手机媒介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有理由对手机的未来充满无限期待。作为人类彼此之间交流的

最重要工具之一，手机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又将会对人类产生哪些影响和带来哪些震撼？随着在现有科

技基础上对手机未来发展的展望，“未来手机”的概念被提出。
所谓“未来手机”，指的是手机与互联网的结合所导致的技术革命和接近无限可能的功能应用。即使

摘 要：正如所言，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革新都必然带来传播活动变化
的连锁反应。手机传播媒介的产生，其异于其它媒介的新特质，促使大众新
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的产生。本文通过分析手机媒介对人类传播方式的
变革，探讨了手机媒介所属的传播类型，以及大众交流方式的改变对人际
关系产生的积极影响和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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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炙手可热的 iphone 的种种功能，只是这接近无限的应用

之中的沧海之一粟，实验之一端。[2]

（二）手机传播是一种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人类具有的本能，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传播

方式之一，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包括面对面

的直接传播和借助于媒介的间接传播。直接传播主是通过口

头语言、类语言、体态语的传递进行的信息交流。间接传播指

在现代社会里的各种传播媒介出现后，人际传播不再受到距

离的限制。现代社会里人类主要的信息载体被手机取代，古

老的“口耳相传”的局限性被手机这一新的人际传播方式打

破，而且几乎不受任何人为的限制，可以说手机人际传播的

力量已经强势占据人际传播的主要位置，不容忽视。
郭庆光认为：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是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

连接组成的信息传播系统。他大致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面

对面的传播，另一种是借助莫重于性的物质媒介的传播。人

际传播具有几个重要特点：第一，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渠道多，

方法灵活；第二，信息的意义更丰富和复杂；第三：双向性强，

反馈及时，互动性平度高；第四，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3]

从人际传播的定义来看，手机传播具有人际传播的明显

特征，传播过程中的传者和受者均是个体，没有面向大众，也

不涉及到任何组织和团体。人际传播可以归为两类：一种是

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另一种是借助简单媒介而非大众媒介的

非面对面交流。借助移动通信手段来完成信息交流的手机传

播属于后一种类型。
（三）从传统人际传播到手机人际传播

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如书信、固定电话等都会受到一定

的限制。书信传递的速度慢，等受传者收到信息已经是几天

后甚至半月有余，而传播者要收到受传者的反馈信息又会花

费大量时间，信息传递速度极其之慢。固定电话相较书信而

言信息的传播速度不是问题，其弊端在于地域的限制。固定

电话，顾名思义它被固定在一个通信终端点上，传播者必须

在这个点上才能使用固定电话这一传播工具，相对应的受传

者也必须同时存在相应的点上才能接受信息，限制性比较

大。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传统人际传播工具的时间、
地域及其他方面的限制都已满足不了大众对方便快捷获取

信息的要求。手机这一新的传播工具的应运而生不仅弥补了

传统传播工具下人际传播的不足，更发挥了其自身的优势。
相对于传统的传播工具而言，手机因其鲜明的媒介技术

特质，与此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属于

自身独有的特点。表现为“移动性、非现场性、私密性、可控的

异步交流”[4]四点：

1.移动性。便携性和移动网络的全面覆盖是手机的最大

特点和最具优势之处，它使人们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以任

何方式享受交流。手机传播为起点，人们不必再固守一点来

互动沟通，摆脱了固定点的束缚，随时随地享受信息沟通的

自由。

2.非现场性。非现场性是手机人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

它是指手机交流双方通常不在一个“现场”，而处于不同的交

流场合、交流情境中，即双方“身体不在场”。在传统的人际传

播中，传播情境强烈地影响着人际关系。在手机人际传播中，

传播双方无法准确估量双方所处的情境，这是在手机人际传

播移动性和非现场性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3.私密性。手机的短信息交流是一种几乎完全私密的沟

通方式，别人不仅看不到交流双方的交流内容，甚至连交流

双方在交流这行为都无法得知。短信传播这种悄无声息的交

流方式，能够防止在公共场合交流而引起他人不悦，使人们

不用顾忌言辞失当招致他人反感。另一方面，手机形体小巧，

使得短信息内容一般只能为机主阅读，旁人无从获知。
4.可控的异步交流。手机传播的即时互动与延时互动的

统一，集中体现了手机人际传播可控制的异步交流特性。异

步交流是指手机所具有的短信传播功能由于不是面对面的

进行交流，因此并不需要即时回馈。这种传播使传播双方有

了足够的选择空间和思考时间。
二、手机传播对人际关系的积极影响

沟通的便利性和持续性。相对于现实面对面的交流，手

机人际传播使人际交往的空间大大拓展。手机传播让我们在

任意的时空状态下实现完全自由自主的信息互动，这无疑是

一场人际关系的革命。另一方面，与其它网络交流或交友不

同的是，手机交往形成的社会网络更接近现实人际网络，交

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非即时沟通。手机短信具有的异步交流的特性，体现在

接收与回复的不同步，这样沟通双方不必立即作出答复，拥

有了足够的思考时间。因此交流享有更高的选择性，可以自

主的决定回复与否，这是一种更加人性化、更能体现自由感

的交流方式。
沟通的有效性。电话沟通会出现占线或被拒接的情况，

但手机功能中的短信人际传播，具有更高的信息到达率，除

非出现技术性故障，对方总会收到发送的短信；另外，与网络

交往相比，手机交往都是在有了一定的了解、确定关系的人

之间进行的。可见，通过手机建立起的朋友圈，一般是以诚信

为基础，这样的人际网都是由彼此认识、熟悉的人组成，在沟

通上更加真实、有效。
娱乐性。生活忙碌枯燥的现下，手机成为人们娱乐的重

要的手段之一。不仅体现在随时随地与他人交流沟通的情感

享受，还体现在手机所拥有的各种娱乐功能，如：浏览网页、
播放视频、收听广播、听歌、玩游戏等等。

三、手机传播对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

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任何一种感觉的延伸都改变着我

们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即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当这种比例

改变的时候，人就随着感变了。”[5]随着手机传播的迅速普及，

它已逐渐成为专属于每个人的标志。另外，手机随时随地交

流的特性，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也改变着人们交流与相

处的模式。显然，任何事物几乎都具有的“双刃剑”特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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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交流方式和相处模式使得手机媒介在人际交往方面具

备卓越优势的同时，对人际交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露

（一）情感危机

手机传播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固有的时空观念，增加了

人们的互动频率和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实现了某种意义

上的“天涯若比邻”。但另一方面，手机媒介随时交流随地交

流的特点，使得本该书信或面对面交流方式减少，人们的情

感维系缺少推心置腹的心灵交流，停留在表面，看似人们的

联系更加频繁与紧密，实际上人们的心理更加敏感脆弱和孤

独。特别应注意到手机短信的群发功能，一条短信可以同时

发给无数位亲朋好友，遇到节日，只要动一次键盘，就可以

“搞定”所有的亲友，更无语的是这些短信大多不是自己编

写，而是千篇一律的转发短信，让接收者无法从中感知对方

任何的真情实意。这种交流方式使亲情、友情甚至爱情越来

越流于形式，而丧失实质，原先的真情实意、推心置腹变成现

在的千篇一律，情感似乎也变得产业化了，“情感快餐店”生
意正隆。

另外，正如“知沟”理论的概念：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

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

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

的“知识沟”将呈现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一段时间内媒体宣传某话题，社会精英阶层会比其他受

众以更快的速度吸取该话题的知识。在特定的时间里，较之

未大量宣传的话题，在媒介大量宣传的话题上，所获知识与

教育程度有更高的相关性。[6]

一部小手机，大家对其功能的要求和应用各有差异，有

较高知识和素养的人除了手机的一般功能之外，会用它登陆

微博、收发邮件、电子支付、阅读新闻资讯、去淘宝购物等等；

而普通阶层或我们的父辈使用更多的还是其通话或游戏娱

乐功能。且由于目前手机的科技手段还未达到完全“傻瓜”的
程度，很多更加强大便捷的功能对其使用者的知识水平与专

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样无疑将更多的人挡在了门

外，只为较高阶层的人服务。
我们都知道“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句俗语，之所以话不投

机，是因为没有共同的兴趣点。大家平常所接触的信息几乎

是相互断层的，群体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群体的闭合程度

不断扩大，外人更难进入或融入其中。例如在城市中长大的

孩子，由于经济条件、教育条件、信息获得渠道和信息环境的

优越，对电子产品的较早接触和对产品更新的功能的及时掌

握与运用，能够利用手机等电子产品直接或间接的获得更多

更新的信息，其知识和信息储备大大超过了农村的孩子，知

识储备的数量与质量的差异也导致了城市与农村孩子思想

行为的不同。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有一种状况或许是常

见的，城市的孩子拿着手机相互讨论着各自手机功能、有哪

些智能软件、最新资讯、微博新闻等等，农村的孩子这时便被

排斥在外了。其实并不是有意的排斥与疏远，只是信息储备

的时新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话题。

（二）信任危机

疲于奔波的现代人似乎无力也无心去进行情感的培养

和交流，于是人与人之间越走越远，通过手机构造的谎言，来

维持支离破碎的人际关系，人们彼此的不信任成了与社会高

度发达相伴而生的病症。
异于面对面的交往方式，手机交流和传播的非现场性给

人们谎言的编织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例如公交车上，打

电话，某人明明离目的地还有好几站路，却说自己还有一站

就到了；身边的某人明明在商场，却说自己在家里；来电是自

己不想接的电话时，便让身边的人代接，称自己正在忙碌或

不在现场等等。人们利用手机普遍地进行着你骗我、我骗你

的行为，彼此极度缺乏信任、极易产生怀疑，这给本就迫切需

要提高社会诚信度的现下，又增加了新的构建社会诚信的难

度。
四、结语

手机媒介传播的迅速发展和普及，除了科学技术的推波

助澜外，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手机自身的飞速变革与

其让人膛目结舌的普及速度正是现今快速的社会发展节奏

和快速的生活节奏下的必然趋势，在这一飞速运转、信息爆

炸的社会里，手机媒介传播异于传统传播媒介传播的更加快

速、便捷、自由和互动等特性满足了现代人对快速、公平、自
由获取和传播信息的要求。手机传播媒介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是有利有弊的，但本人觉得利是大于弊的，手机媒介的发展

正处于上升时期，其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将带给人类的影响不

可估量，所以我们应积极肯定这一高科技产物带给人类传播

方式和交流方式的变革，同时也应继续反思其给人际传播带

来的诸多弊端和负面影响。首先，要加强手机传播的规范性

和监管力度；其次，加强手机传播的伦理建设，对手机媒介技

术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再次，制定、完善维系手机人际交往

秩序的相关法规，打击手机传播犯罪；最后，加强对手机使用

者的心理研究，进行心理健康引导。
如果将手机媒介传播逐渐发展成熟、完善且利用得当的

话，那么我们将可以建立一个新型并且完善的人际关系体

系，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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