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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对于手机媒介文化的研究远远逊
色于日新月异的手机媒体发展。通过对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
发现，手机媒介文化研究是多学科交叉性的研究，虽然普遍
受到人文社会学科的关注，但仍处于不成规模不成体系的初
级阶段。未来手机文化的研究可以利用跨学科研究、影响研
究、现象与阐释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围绕着手机媒体的独
特性，以手机传播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为审视对
象，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全面的角度来解读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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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类的传播已经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时代
什么最重要，智能手机！这不是广告语，而是当今生活的现
实。手机，我们随身携带的这个掌上之物，成为从大众交通工
具到办公室，乃至政治选举中必不可少的“风景”。那么，手机
文化与其他的媒体文化、流行文化有什么样的独特性；手机
文化对某些群体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哪里；手机文化带来的是
对现有文化的再建构还是某个方面的消解、是积极的还是消
极的；我们如何利用手机文化为社会的发展服务……这些问
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也是对社会文
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掌握当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
取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本文将对近几年来，国内手机文
化的学术研究现状进行统计和梳理，并对研究路径作出简单
的分析。

一、手机媒介文化的兴起
手机，勿庸置疑地成为自 21 世纪以来影响人们生活最

为深刻和广泛的工具之一。从“砖机”到“苹果”，我们所经历
的不仅仅是形状外观上的“七十二变”，更多的是内容服务的
不断推陈出新，通话、短信、游戏、新闻、学习、音乐、报纸、广
播电视、移动互联，甚至手机地图、手机搜索、手机商城、手机
银行等，现在各类手机客户端都已经成为年轻人智能手机上
的常用图标。越来越多的电脑上的应用软件和游戏被移植到
手机上，以前需要坐在电脑前上网才能使用的东西，现在只
要一部智能手机就轻松搞定。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手机
已然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好帮手和好朋友，我们已经离不开
她了，她对我们的文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难想象，如果
让“90 后”们“穿越”到 30 年前，他们是否会适应彼时的生活
方式，打电话要去邮局排队，听音乐用的是磁带播放机，写信
要有一定的格式，借书要查询书籍卡片，论文要手写并且一
遍遍地修改和誊写……没有哪一种媒介能够在国内拥有 11
亿独立用户，智能手机已经不仅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影
响着我们的生活，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并且仍在改变着我们的
生活方式。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因此我们的表达
方式、交往方式、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等都会受到社会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好像无法具体说清楚的文化实则存
在于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每个人的存在方式都代表着一种
微观文化，而某个群体的存在方式则代表着一种中观文化，
如果这个群体足够庞大，则会构成一种宏观文化。我国移动
电话用户已达到 11.04 亿 [1]，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使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手机上，人们在生活中对手机依赖的
程度也越来越高。手机媒介使用中的各种方式可以说都代表
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早在 2005 年，有学者对广
东省居民进行了调查，就有 46.9%的手机用户表示当手机不
在身边时会感到焦虑不安 [2]；在手机普及率更高的英国，有
66%的用户患上了“无手机焦虑症”[3]。大量的数据证明，手机
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活。

所谓手机文化，可以说是由于手机技术的发展和手机应
用软件的普及，在政府相关部门、手机设备生产商、移动通信
运营商、手机应用软件设计商、广告商和手机用户的共同推
动之下，随着手机用户的不断增加，逐渐改变了以往的人际
交往沟通方式、信息获取方式、书写和阅读方式、学习方式、
观看方式、传播方式、休闲娱乐方式，以及组织行为、时间观
念等生活中的诸方面，它是与手机相关的一整套生活方式，
是一种与技术文化、网络文化、心理文化、信息文化等紧密相
关的影响着当今社会的新型的动态的文化。

手机文化包括诸多“行走”在手机上的内容，在手机单纯
作为语音通话工具的时代，没能形成手机文化，当时的手机
只能是“移动电话”，而不可以称之为手机媒体，直到有了短
信，手机开始不断地增加着自己的独特文化，彩信、彩铃、手
机文学、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电台、手机广告、手机报、
手机广告、手机游戏、手机聊天工具、移动互联网等都对手机
用户的生活方式产生着影响。因此，随着手机对我们生活地
盘的“扩张”和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浸染，对手机文化现象的观
察批判、对手机文化的分析研究也显得十分重要。

二、国内手机媒介文化的研究现状统计分析
自从 20 世纪末期手机开始成为大众的通讯工具、媒体

终端以来，国内外很多学者以及一些移动通讯公司的研究人
员都开始致力于对手机从诸多方面和角度进行研究，国外的
以实证研究为主，主要针对手机用户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
的行为影响研究，也有很多从社会学角度对手机文化进行研
究。而国内学者的研究比较多元化和全面化，从短信文化到
手机文化产业、手机营销等，均有涉及，而且随着手机技术和
服务内容的变化，手机文化研究的数量与议题也有所不同。
本文通过一些统计来描述近十年来手机文化的研究现状。

笔者在 2012 年 4 月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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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作为第一检索词进行精确匹配检索，进而以“文化”为第
二检索词进行精确匹配检索，时间是自 1979 年至今，共得出
161 条结果[4]，经过筛选，去除掉重复的、非学术性的以及信
息类的文章 60 条，余下 101 条。2003 年之前没有关于手机
文化的学术性研究论文，因此笔者仅对 2003 年至 2012 年 4
月的百篇论文的主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以下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手机文化的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
究，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
上面的表格中综合性研究包含对手机文化的特征研究、手机
文化产业链研究、手机文化生态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比如
2010 年第 1 期《编辑之友》发表的《手机文化产业价值链分
析》；青少年影响研究包括手机文化对中学生、高职生、大学
生的影响以及校园手机文化等方面的论文，如 2006 年第 5
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上发表的《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新领域———由手机文化引起的思考》；手机出版及阅读研究
包括手机报文化、手机电视文化、手机出版文化等方面的论
文，如 2009 年第 2 期《文化学刊》上发表的《手机报的新媒介
文化特征解读》；社会学研究包括手机文化与群体身份、手机
文化与社会区隔等方面的论文，如 2006 年第 2 期《广东社会
科学》上发表的《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
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解读》、2008 年第 11
期《兰州学刊》上发表的《手机文化与社会区隔》、2010 年 1
月《兰州学刊》上发表的《山寨手机与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城市
身份建构———来自文化视角的分析》；实证研究包括两篇，
2008 年第 3 期《未来与发展》发表的《手机技术的发展与社
会文化制约———对中日两国手机使用与社会文化的调查分
析》和 2007 年第 2 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发表的《中美
文化心理比较———一项基于手机短信与电话留言的分析》。

从手机文化学术研究的数量和趋势来讲，2006 年和
2010 年对于手机文化研究的数量最多，而从不同的研究主
题来看，以手机短信和手机文学研究为最多，占到总数量的
一半，并且以 2004 至 2007 年为主，而当即时通讯等社交媒
体逐渐成为人们交友的主要平台之后，对手机短信的研究数
量减少；手机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即校园手机文化）方面的研

究近几年成为手机文化研究的热点，在总共的 16 篇中，2010
至今就有 13 篇；从通过实证的方法对手机文化展开的研究
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对大学生手机的使用对思想政治方面
的影响研究；结合社会学对手机群体文化进行研究的数量也
偏少。

除了期刊论文之外，我们还从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
文数据库中获知，自 2005 年以来，共有 13 篇优秀硕士论文
关注手机文化（已筛除掉以手机设计、手机营销等为主题的
研究论文），所涉及的学科也是多元的，以新闻传播学为多。

从上面的统计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手机文化研究是一
个跨学科的交叉性研究，诸多专业领域都将手机文化纳入研
究范围之内，包括了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文艺
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管理学、教育学等专业，这也从一个
角度说明了要想全面考察我国的手机文化，不能局限在一个
视角中，要综合地多视域地把握手机文化现象，这是一项复
杂的工程。从时间上来看，自从我国颁发了 3G 牌照之后，手
机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多，这也说明了政策和技术对于研究的
推动。

近几年来，关于手机文化研究的专著也如雨后春笋般地
多了起来，作者有资深的电信从业者，也有高校教师，还有一
些是“80 后”年轻研究者，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学科，也有的作
者具有跨学科的学历背景，将手机文化与移动通讯产业相结
合，或者将手机文化与社会学相结合进行多角度地研究。还
有少量散见在新媒体著作中关于手机媒介文化的研究成果，
比如香港学者邱林川的《手机公民社会：全球视野下的菲律
宾、韩国比较分析》[5]等，但数量非常少。

从近 10 年来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手机文化的研究在
我国国内还远未达到一定的规模，缺乏体系性和权威性，更

表 1 手机文化研究分类年度统计表（2003-2012、4）

表 2 手机文化硕士学位论文统计表（2005-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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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偏重于对于手机短信文化的研究以及手机文化对青年
学生思想方面的影响研究，而对于手机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
整体研究以及由于手机文化的浸染而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
变方面的研究、实证研究的数量都相对较少。

三、手机文化的主要研究路径
手机作为一种通信技术，一种信息媒介，一种文化载体，

其研究的路径多是根据手机媒体的应用所带来的诸方面的
影响来进行某一点上研究，比如对于手机短信文化的研究、
对于手机报、手机电视的相关研究。手机文化研究可以说是
媒体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再扩大点说，是传播研究中对新媒
体传播研究的一部分。由于利用手机进行各类信息传播的范
围非常广泛，超过了传统的媒体，所以手机文化也逐渐地发
展为一种大众文化、流行文化。

我们说，大众传播研究有三种范式，即客观经验主义范
式、诠释经验主义范式和批判理论范式。[6]手机文化研究主要
是针对手机这种新兴媒体的独特性以及所带来的文化影响
力所进行的，这三种研究范式均有所涉及，既有在对手机使
用的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所做的客观经验主义范式的手
机文化研究，如《手机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制约———对中
日两国手机使用与社会文化的调查分析》；也有关注手机用
户对手机功能的主观经验方面的诠释经验主义范式研究，如
《“拇指文化”与“面子协商”理论———谈手机短信在人际传播
及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中国制造：当文学被“绑架”
———关于手机文化与文学形态的观察与思考》；也有从批判
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如《新媒体的“魅惑”———浅析手机技术
对社会文化的消解作用》。而无论是利用哪一种范式进行研
究，手机文化的研究对象是手机所承载的文化，对社会带来
的诸方面的影响，随着人们对手机媒体的依赖程度的加深，
手机媒体对个人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这种影响又是全
方位、深层次的，因此，加强对手机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
界还是对于实践的相关行业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对于手机文化的研究还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形成一定
的规则，在常规的研究路径之外，还有一些依据手机媒体技术发
展的情况以及手机媒体生存环境的变化等而生发出来的研究。
从整体的研究来看，有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路径较为普遍：

（一）交叉学科研究
交叉学科、跨学科、“越界”的研究方法，“就是自觉地运

用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来研究本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的一种
研究方法，目的在于通过运用跨学科理论工具更好地认识和
把握特定研究对象的性质与运动规律”。[7]作为身份多元的手
机媒体，无论是外在的手机形状、界面等技术方面的革新，还
是内在的手机应用、内容、功能、产业模式等方面的变化，都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手机媒体所带来的语
言文字问题、信息传播问题、心理问题、社会交往方式问题、
公共空间问题、社会区隔问题、礼仪问题、安全问题、甚至是法
律监管问题、政治问题等等，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受到了关注。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曾说：“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
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
方法。”[8]对于手机媒体所带来的文化影响，我们更应该采取跨
学科多维度的研究方法，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兼纳各个学科的
研究成果，以对手机媒体文化做出更为全面科学的把握。

（二）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本是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之一，而对于手

机媒体文化的影响研究则跳出了比较文学的范畴，针对手机
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带来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价值观等方
面的影响进行了较多地探讨；从文学的角度针对手机短信进
行由于手机这种媒介的特点所带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字语言
运用方面的影响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针对手机作为一种社
交媒体所改变的与传统社交方式和社交礼仪不一样的影响
研究；手机作为一种媒体文化，与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之间的
影响研究；手机对人们信息获取方式的影响研究、手机依赖
程度加强所影响的文化生活等等。对于手机文化，无论是它
所改变的、增强的、减弱的，还是创新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我们都可以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进行。另外，利用医学
研究中常用的世代研究也是手机媒介文化影响研究的一种
有效方法，但要求对某一特定群体进行长期的追踪观察记
录，对样本的选取也具有一定的要求，所以研究难度相对较
大。

（三）现象与阐释研究
手机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一种大众文化，一种多元

的随身信息媒介，一种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新兴文化，值
得我们对于这些文化现象进行深入地探究，这不仅包括对手
机的某些具有象征性的符号进行解读，比如短信符号、消费
符号等，更多地是应该对手机从根本上所改变的一些习惯和
方式，在民主政治、消费习惯、信息方式、语言方式、社交方式
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层次的阐释。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路径可以用来对
手机文化进行研究，比如实证研究、语境研究等等。总的来
说，手机文化的研究应以开放的视阈、多学科的思维、多元的
研究方法来进行，同时也要特别注意要围绕着手机的独特
性，将手机作为一种媒介，将研究放在媒介文化研究的大范
畴之内，以手机传播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为审视对
象，能够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全面的角度来解读其文化内涵。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手机媒体
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11CG120）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2012 年 1月我国
通信业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EB/OL].http://www.miit.gov.
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4132/n12858447/1507
4245.html.
[2]曾红.广东省居民手机依赖症状况调查[J].中国公共卫
生，2005（4）.
[3]超六成英国人患“无手机焦虑症”[N].参考消息，2012(2)
20：7.
[4]数据查询时间为 2012 年 4月 23日.
[5]邱林川.手机公民社会：全球视野下的菲律宾、韩国比较
分析 [J].载于邱林川,陈韬文,主编.新媒体事件研究[M].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91-310.
[6]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8：80.
[7]孙瑞祥.当代流行文化研究路径与方法[J].新闻爱好者，
2010（6）下.
[8]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等，译.上海：三
联书店出版，2001：153.

传
播
视
域
—
文
化
传
播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