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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移动动时时代代六六种种““病病””，，你你中中招招了了吗吗
手机分离焦虑症

临床表现：无法实现人机分
离；每分每秒都必须拿着手机，
否则就感到不自在；总是害怕错
过朋友的电话、短信，没有手机
就感觉无法打发闲暇时光。

发病征兆：“我的手机呢？”
案例：林小姐是一家网店的

店主兼客服，每天她都必须守在
电脑前回答顾客的各种提问、处
理交易，从早上8点直到夜里11

点。因害怕错过顾客的信息，她
只要不在电脑前就必然拿着手
机。久而久之，她发现自己连上
厕所、洗澡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带
着手机，比如洗澡时，冲一会儿
澡，她就会从浴帘里看看手机是
否显示有未读信息。就连半夜醒
来，第一件事情也是看手机。

专家诊断：与其说是“病”，
倒不如说是现代人在意识上进
化的一个必然。回想一个人“自
我”的建构和拓展过程，婴儿期
的我们，会兴致勃勃地玩弄自己
的手指头，因为当时“我”的意识
范围还不包括手。随着成长，“自
我”范畴不断扩张，有我的父母、
我的伙伴、我的伴侣、我的事业、
我的家庭……从具象到抽象，从
物质到精神，纳入“我”这个整体
的东西越来越多。如今，手机已
是我们与现代社会保持接触的
一个重要工具，也是现代“我”的
重要一部分。一旦纳入“我”的整
体概念中，无论哪一部分缺失，
都会带来空虚、焦虑和恐惧感。

Wifi依赖症

临床表现：选择餐馆、酒店
时，Wifi具有一票否决权。没有免
费Wifi，一切免谈。到餐馆坐下，
第一时间不是看菜单，而是问
Wi f i密码多少。如果没有免费
Wifi，立即拂袖走人。

发病征兆：“Wifi密码多少？”
案例：索菲自称是一个Wifi

依赖症的重度患者。各种公共场
所提供的免费Wifi早已不能满足
她随时随地使用网络的需求，因
此她的包里始终都有两个移动
Wifi热点，一个是本地数据流量，
一个是外地漫游数据流量。

曾经，她在外地游玩，玩到
一半发现移动热点没电了，便执
著地在街头奔走找了半个多小
时，终于找到一家提供免费Wifi

的咖啡店。坐在店里，将当天游玩

的风景照、美食照一一发上了朋
友圈，她才安心。曾经，她因为酒
店提供的Wifi信号不稳定，怒而退
房，半夜11点多拎着行李晃荡在
异乡街头重新找酒店。

专家诊断：同“手机分离焦虑
症”。

备胎综合征

临床表现：女(男)神的微博
第一时间点赞，女(男)神失恋第
一时间安慰，女(男)神恋爱第一
时间祝福，自己被自己感动。

发病征兆：“只要肯等，我一
定有机会。”

案例：这是M开始的第三段
新恋情，K强忍着满心的失落，在
微信里发了这样一条记录：“不
管你在哪里，不管你跟谁在一
起，祝你永远幸福。”话说得很
含蓄，但他觉得该懂的人都懂
的。

虽然朋友说他傻，但这并不
是他为M做的第一件傻事，也不
是最后一件。M的朋友圈信息，
他永远是第一个点赞的。他见证
了她的每一段恋情，他是她的爱
情烦恼顾问、失恋疗伤保姆和24

小时“救火”队员。但其实，他最
想要的身份却是她的男朋友。

为了向这一目标迈进，他一

直默默付出。甚至在M上一段恋
情中还手把手教她如何帮男友
织围巾。当M将织好的成品送给
男友时，他悄悄地将她之前织坏
的一条残次品收藏起来。他相信
总有一天M会知道他为她做的
一切，那时她一定会接受他。

专家诊断：在一个人的“感
动自己”行动中，首先满足的其
实是自己内心深处隐秘的，一直
想要深深地被关注、被呵护、被
宠溺的心理需求。自己在现实生
活中得不到的，只能转借一种

“冠冕堂皇”、被世人所认可的方
式，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来替
代自己享受这样的滋味。其实
TA的女(男)神是否真的需要这
些点赞、安慰或祝福，并不在TA

的意识之中。

晚睡拖延症

临床表现：无时无刻不在关
注微博、微信，看到提示有未读
信息的红点就一定要点开；对于
别人的评论总是“秒回”；每晚睡
觉前，总会对自己说再最后刷一
遍朋友圈吧，关掉手机的时候往
往已是一个小时之后。

发病征兆：睡前抱手机上床。
案例：“今天早点睡吧。”“好

的。”说完，唐先生就上了床。妻

子看了看钟，11点刚过5分，这是
一个月来，丈夫最早上床的一
天。妻子暗暗高兴，觉得自己祥
林嫂一样的劝说终于让丈夫改
变了晚睡的坏毛病。

然而，当她睡下后，却总感
觉不对劲。一睁眼才发现床头一
片幽幽的蓝光，原来丈夫虽然躺
下了，却窝在被窝里刷朋友圈。
几番催促，丈夫总说马上就好，
直到半个小时后才关上了手机。

专家诊断：这种现象通常会
在三类人身上发生———

一种是本身个性优柔寡断、
意志力薄弱、不擅长拒绝之人。
他们的个体心理边际意识较弱，
对人对事常常藕断丝连，只要是

“来者”(无论人或事 )均很难拒
绝。哪怕要付出自身的代价和资
源，也会选择压抑和退让。

一种是刷存在感的人。他们
时刻都希望在这个世界中处于
显眼和主导的位置，不能容忍自
己不存在，而睡眠，在某种象征
意义上，即意味着自我在某一个
时刻的缺席，所以迟迟不肯放弃
对“自我”的控制权。

一种是完美主义者，或者说
是自我缺失感较多的人。他们需
要“更多、再多”的资讯来“装备”
自己，永远觉得自己还不够好，
自己得到的不够。

拍照炫食症

临床表现：无论是朋友聚
会、单位聚餐，每道菜动筷前必
先拍照。如果谁在他拍照前一不
小心下筷破坏了菜的品相，哼
哼，那自己默默去蹲墙角吧。

发病征兆：“别动，等我拍照
先！”

案例：出去吃饭，原本是件
愉快的事，但最近胡先生经常吃
出一肚子的气，因为女友每次吃
饭前都要拍照。

为了拍出最好的效果，女友
往往要将饮品、主食摆放出各种
造型，一会儿俯拍，一会儿侧拍，
有时还要从包里拿个小人偶放
一旁做背景。为了寻求更好的光
线效果，那几盘可怜的菜不断被
搬来搬去。最令他崩溃的是，女
友还喜欢与美食合影，合影前自是
少不了一番描眉补粉、梳理头发。
一来二去，至少要折腾十来分钟。

“不饿的时候，随她折腾就算了，
可如果饥肠辘辘地等了半个小
时，食物上来了却还不能吃，你
说火大不火大！”胡先生抱怨。

专家诊断：幸福感也是需要
参照物的，拍照炫食症患者的幸
福感极度依赖于他人的关注和
艳羡。这类人一般在某一方面自
我感觉良好，特别享受他人注目
和点赞的簇拥，并不断需要他人
的艳羡来强化这种感觉。

自拍综合征

临床表现：无论何时何地，
总是忍不住拿出手机自拍。每天
花费大量时间自拍，并希望从大
量的照片中找到自己最美的样
子，发在各种社交通讯工具上。

发病征兆：掏出手机，斜上方
45°对准自己……

案例：“把自己最美的瞬间保
留下来，这有问题吗？”每当遇到
有人诟病她对自拍的疯狂热爱，
小惠总会反问。对小惠来说，早起
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自拍；出门
前也要自拍；穿梭于拥挤的地铁
人流，她还是会自拍；午饭时、工
间休憩片刻、下班途中、晚上遛
狗……小惠随时随地都要自拍。

哪怕是临睡前洗个澡，突然
发现镜子里打湿头发的自己相当
性感，她也会立即裹上浴袍冲出
浴室，拿出手机自拍一张。

专家诊断：同“拍照炫食症”。
据《新闻晨报》

当全民用上
了智能手机，当

“双12”大妈也能
麻利地使用手机
支付时，我们不
得不感慨移动互
联网的时代真的
到来了。2 4小时
在线、餐前必先
拍照、走哪儿都
找Wif i……在享
受 着 移 动 便 利
时，我们也在不
知不觉中患上了
移动时代的流行

“病”。以下六种
症状，你中了几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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