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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跟你说话，却老是越过你的肩膀寻找‘更有
趣’的人，她是粗鲁的。然而，她不看别的人，只是
狠盯着手中的智能手机，同样也让人觉得很不舒
服。”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凯尔

现在，我们对这类场景越来越见怪不怪
了：朋友聚餐，话没说几句，人人都
拿起自己的手机，发短信的发短
信，发微博的发微博……

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类
“拇指族”：他们仿佛已经被智能手
机、iPad等新兴数字产品“附体”了，不
一会儿，就要在手机屏幕上刷一下。

17日，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戴维·凯尔发表《跟你说话的时候 大
拇指别动好吗》一文，提出了这样一
个观点：数字革命，可能让人类在社
交场合中变粗鲁了。

吃饭聊天社交
都离不开手机
数字产品是不是让人变粗鲁了？

凯尔说，现在，可能每个人都
遇到过这种情况，和朋友、同事的
每一次聚餐，话没说几句，就一个
劲玩起了智能手机。

美国《娱乐周刊》记者安东
尼·布瑞兹尼肯说，聚餐时，只要
有一个人“沉浸”到自己的手机
中，其他人马上就跟上来，仿佛在
搞什么“拇指竞赛”似的。某一瞬
间，可能会出现无人交谈，每个人
都在码字的场面。

“去年，有朋友过生日，我给
她的礼物是：不带手机去她的生
日晚宴。”接受凯尔采访的网友默
里·麦克艾尔说，“这让人难受极
了！”

凯尔说，人们可能还遇到过
这种情况：聚会中，你跟一名女性
说话。她拿着手机，不时点个头，
适当时候会“嗯”几声，但是，她根
本没真心在听你讲话。有时候，
她的视线还会越过你的肩膀，仿
佛在寻找更有趣的人或风景。

凯尔说，她是粗鲁的。然而，
她不看别的人，只是狠盯着手中
的智能手机，同样也让人觉得很
不舒服。

凯尔说：“让我们给数字革命
加一条‘功绩’：它让人们变得粗
鲁了。”

支持派：这侵蚀人们的基本礼貌
与人交流 应放下手上所有东西
针对凯尔的“粗鲁论”，人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
奥斯汀SXSW嘉年华会上，凯尔主持一个叫“我很忙，以至于什么事也干不了”的座

谈小组，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沉迷于网络世界——比如成了“微博控”后——人们如何能
省下一些时间，应付工作，或者干一些自己真正应该关心的事情呢？

路透社产品经理和程序师安东尼·德罗沙突然发表了自己有点“犀利”的看法，掀起
了座谈会的高潮。他说，数字革命侵蚀了人们基本的礼貌。

“当我们外出，成为人群中的一分子，需要把手头所有东西都放下。”德罗沙说，“你
在家，或工作心烦意乱时（玩一会手机），行！但我们彼此之间需要更多尊敬。”德罗沙的
发言引来热烈掌声欢呼声。

德罗沙说：“别人一边经过我身边，一边用手机检查什么东西，我觉得没什么。但
是，当我和一个人面对面说话，他突然拿出手机，我就会不再说什么，立马走得远远的
——如果他们变得粗鲁，我也以粗鲁还击。”

座谈会后，有年轻人和凯尔交流想法。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实际的交流
非常重要。不过，当他们交谈时，那年轻人还是忍不住瞄了几眼自己的 iPhone。凯尔认
为，对方不一定注意到自己有这个动作，可能是下意识的。

反对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谁叫现在是晚餐2.0时代？”
反对派认为，现在，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数字产品，是非常自然

的事情。
近日，科技专栏作家MG·斯格勒写了一篇《我会在晚餐时检

查手机，而你也将觉得这没什么问题》的文章。他有点俏皮地说：
“原谅我吧，谁叫现在是晚餐2.0时代呢？”

斯格勒还说：“这就是世界运作的方式：我们永远在打电话，
我们永远在上网。我们中很多人就是喜欢这种方式。”

《哈姆莱特的黑莓手机》一书作者威廉姆·鲍尔斯也出席了奥斯
汀SXSW嘉年华会，该书主要探讨人们如何控制自己数字生活的。

鲍尔斯说，他远远不是一个害怕或厌恶技术的人。但是，他怎
么也不相信人们可以一边看手机屏幕，一边能和人有眼神交流。
不过他也理解，数字生活让很多人觉得自由。对他们来说，台式电
脑、社交习俗以及面对言辞无趣的人，都让他们有“囚禁之感”。

凯尔说，的确，现在数字产品发达，一个智能手机，能发邮件，
能上社交网站，能上微博，能干很多事情，很多人同时拥有多个数
字账号，老是想着怎么让自己永远受欢迎，粉丝一天比一天多。

“移动数字产品的确让我们变得更‘移动’了，但也带来约束：你让
别人知道，他们每时每刻都能‘找到’（get）你。”

据《都市快报》

现在进入晚餐2.0时代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说话时，咱能不动大拇指吗？
聚餐、开会，你是否也被数字产品“附体”？
手机侵入社交生活，数字革命让人越来越没礼貌？

A

B

进入了围脖
（微博）的时代啊。

其实我感觉在餐
桌上玩手机好不礼貌

真不知道
这世界如果没
有手机和网络
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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