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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手机，从它在大众中相对普及那天起，便开启了一个新的科技时代。
在那之前，人们也许可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及和感受科学技术的脉动，但只是从那时起，人们才把
一部科学技术的集成之器，实实在在地，也几乎是时时刻刻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
手机，就是一部划时代的魔器。
它启动并且继续成就和丰富着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一个物质实体在经典物理空间的精确定位是由四维时
空坐标确定的，三维空间坐标决定物体所处的位置，一维时间坐标标示着这个空间位置随时间变异的
轨迹。
但一个人的社会定位则需要一组更为复杂的标定数据，在某一时刻，他（她）在什么地方（中国？
美国？
西安？
上海？
），周围是什么环境（酒吧？
商场？
工作间？
实验室？
洗浴中心？
），他（她）此时的心情或可能的心情（喜怒哀乐？
沮丧恐惧？
），他（她）目前的处境（舒适？
病痛？
安逸？
危险？
）和他（她）周围的氛围（一个人？
一群人？
男人？
女人？
朋友？
情人？
）。
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利器可以帮助人即时跨越整个人类空间，触摸各类生活情感和场景地捕捉几乎所有
这些信息？
　　手机！
只有手机。
　　而这些信息牵扯的又是怎样一个广泛的社会活动层面？
它几乎覆盖了人们所有的日常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家人，同事，朋友；恋情，爱情，友情；炒股，
购物，工作；上级，同僚，下属。
手机的出现注定改变了这些行为和关系的相互运作方式。
一个社会新文化也就注定会在这种改变中从传统形式中破茧而出。
　　当然，你可以说手机捕捉的这些既时信息并没有绝对的准确性，人们可以撒谎，可以编造假信息
，误导手机使用者。
但这并不会让手机的魔力逊色。
手机的功能是信息的互相交换和收集，并不企图做信息的分析和处理。
那应该是人类自身永远坚守的一方领地。
人类的思维不仅是区别于其他动植物的最根本标志，也是保持人类自身独有生存文化的最基本因素。
每个人起伏跌宕、轰轰烈烈、丰富多姿的一生正是在人类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思维及个性驱使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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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充满了成功和失败、得意和失意、风顺和坎坷，当然也包括无数次对所获得信息的正确解析和
错误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手机的使用为成千上万的个人生活添加了许多真实的色彩：温馨的粉色、兴奋的红色
、愤怒的黑色、颓废的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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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5年，广东开通了中国第一个GSM网络，1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有3亿多手机用户。
手机，到底有何魔力，能获得如此的关注，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    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科普书，作者不
仅通俗地介绍了手机的基本工作方式和原理、手机的软硬件应用机理，还谈到了手机文化的形成与冲
击、手机礼仪和手机道德。
在五彩缤纷的方寸天地间，在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按键下面，手机也是充满人文情怀的魔器。
    手机的普及，划分了一个技术时代，也划分了一个新文化时代，是一部划时代的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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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活中的基本道理都是相通的。
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得一生活利器，便一定会随之得一所忌。
有如厨师有了利刃，可以切瓜剁菜，削肉如泥。
但稍不留意也会自伤其指。
现代人的生活高标准之一是有辆汽车开。
一车在手，凡人都成了神行太保，但免不了每天出门时要听妻子爹妈的絮叨，“小心开车”，（“慢
点开”之类。
嘱咐您“小心”是怕您大意撞了别人，提醒您“慢点”是担心您开快车翻了自己。
如今手机普及了，凡人又都成了“顺风耳”，人们随之开始猜忌这“风”里的“杀伤”玄机。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现代手机的普及至少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科学
上的定论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手机的使用有损健康吗？
我们虽然不能在这里给出这个问题的肯定结果，但却可以围绕这个问题了解为什么手机的使用会有可
能影响健康，这其中的相互作用机制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在已经了解了手机使用和人体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机理时，到目前还不能得出结论，手机
使用对人体是否会产生不可忽略的破坏作用？
这些问题的回答牵扯到很多有趣的科技知识，相信您读完这一节，会对超出手机辐射的，更为一般的
辐射损伤机制有所了解。
有了这些了解，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调整自己的手机使用方式和习惯，从实践上将手机伤害几率降
至最小，从心理上彻底排除对手机伤害的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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