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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26_646234.htm 一、材料 1．手机短信已经成

为人们交流和通信的手段之一。我国手机用户已突破5亿大关

，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用户国，平均不到3人就

有一部手机，年发短信数量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国家数量的总

和。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手机短信发送量接近4300亿条

，比上年增长41％，2007年发送短信量达5500亿条左右。随着

全国短信发送量持续攀升，手机日益成为一个文化场、思想

场、舆论场。数以亿计的用户创造了形形色色的短信文化内

容，其中有健康向上的，但也有不少低级趣味的内容，“灰

色”、“黑色”、“黄色”短信肆虐，让人不堪其扰。 2．15

年前，一位名叫尼尔帕普沃思的人，用电脑键盘给朋友的手

机上发出一条“圣诞快乐”的祝福短信。这是世界上第一条

手机短信，有意思的是，对比世界上第一句电话通话内容“

沃森先生，过来一下”，这条短信传递出的却是节日气氛。

因而从手机短信诞生的一开始，似乎就预示着一个承载情感

与传播文化新载体的到来，成为“改变世界的一个因素”。

而承载了情感与文化的短信传播，更深刻影响了人，乃至改

变了人。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引起世界的广泛关

注。 3．据介绍，“红段子”是与黄段子、黑段子相对立，

内容健康向上、形式生动活泼、效果催人奋进的“段子”，

它可以是一段文字，也可以是一段音乐、一段图片或一段视

频，具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具备提高思想水平、净

化社会道德、点燃生活激情、启迪美好人生、传播民俗文化



等功能。“我遣一叶舟，载走你的愁；我执一片月，照你睡

无忧；我奉一樽酒，愿能人长久；我劝西风起，赠你一江秋

”、“不是所有的树都耐得住寂寞，但是白杨做到了；不是

所有的学生都记得起你，但是我做到了。祝教师节快乐!”这

样的短信，被媒体称为“红段子”。“e拇指文学”是在无线

通信领域打造出的“新文学平台”，通过连续组织短信文学

大赛，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反响。“红段子”和“e拇指短信

文学”大赛给公众打开了一扇心之门，使公众愿意倾诉，愿

意表达，愿意交流。一位网络公司负责人说，短信为大众提

供了一个创作的新平台，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潜能，参与到

健康文化的创作中。一起营造健康向上、有利人心向善的短

信文化空间。 4．2007年1月23日下午，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以积极的

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2007年4月23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强调，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要坚

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正确的宣传导向，坚

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管理；要

大力弘扬体现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大力弘扬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更多更好的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丰

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要营造文化健康的网络环境，

遏制腐朽落后思想文化传播，形成共建共赢的精神国家。 5

．从2005年8月至今，广东移动与广东联通两大移动通信运营

商鼓励手机用户，以手机短信、彩信、彩铃等形式，创作和

传播内容健康向上的文字、音乐、图片、视频作品，在“拇

指族”中掀起一股红色短信文化热浪。据统计，第一届“红



段子”大赛征集到65万多条作品，客户下载量超过了800万条

，手机间一级传播量更是突破了5000万条。第二届“红段子

”大赛的参赛作品升至300余万条，其中彩铃、彩信、动漫三

类作品下载量超过了600万次。第三届“红段子”大赛截至目

前，已收到作品1035万条。在这三届“红段子”大赛中，351

万普通手机用户，共创作了1400余万条各种类别的红色短信

，并由此引发了多达上亿次的下载与转发。目前，广东就大

约有1亿手机用户。 6．近年来，手机短信环境污染严重。特

别是，我国手机用户群中，有许多是未成年人，他们辨别力

不强，最容易受到消极、低俗甚至淫秽内容的影响。一些“

灰色”、“黑色”、“黄色”手机短信的横行肆虐，既牵扯

了用户的大量精力，也给未成年人的精神造成损害。更值得

警觉的是，随着移动通信业的发展，淫秽色情内容的手机网

页开始严重污染群众的精神世界，特别容易对青少年产生不

良影响。据媒体报道，有的因“黄段子”而致家庭破裂，有

的因“灰段子”而使机关上下级关系紧张，有的因“黑段子

”而遭遇伤害，青少年有的还因此断送了前程。难怪有人惊

叹，“灰色”“黑色”及“黄色”短信害人哪! 专家指出，目

前，短信文化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新技术带

来的新文化载体有些措手不及，未能与时俱进地进行有效监

管和建设性引导。很多人只把它看成一种信息、沟通手段和

游戏娱乐平台；没有认识到，它也是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

在实践中，“红段子”大赛等采用疏导方式引导手机文化发

展，创新互动、全民参与的文化创造和传播模式，创新下载

收益分成机制等，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推动文化内容形式、

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的有益尝试。这种创新，不仅奠定



了弘扬红色短信文化的基础，也激发了公众短信创作的热情

，因此将引领一个健康的短信文化创意产业。 7．2007年，由

中央精神文明委与信息产业部指导的“倡导文明、传递爱心

”公益短信大赛，向全社会征集并鼓励转发积极向上的“种

子短信”，大赛产生的短信应征次数、种子短信下载次数和

转发次数总计超过4000万次，数百万人次直接参与，影响所

及超过1亿人，活动期间每天有50万人次以上的参与量。有关

负责人表示，“倡导文明、传递爱心”公益短信大赛推进了

手机短信环境的改善，引导了大众的短信使用习惯。 有学者

认为，还必须加强对电信企业的监管，坚持依法打击借助高

科技手段传播危害社会道德、损害社会和谐信息的经营者，

促使电信运营商和内容提供商切实负起社会道德责任，防止

其因片面追究经济利益而损害社会道德体系，干扰手机用户

的正常生活。同时，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协作，不仅要对具体

案件重拳出击，打赢每一场战役，更要通过建立健全准入制

度、执行实时监管等长效机制，形成对网络世界的严密监控

，还广大手机用户一个清静文明的通信空间。 8．去年12月，

山东省文明办、中国移动山东公司等单位联合发起“与文明

同行共创和谐手机文化”文明短信有奖征集大赛。面向全省

所有手机用户，公开征集反映社会公益的短信，已先后征集

到“红色”短信、彩信2万多条。几年来，山东省某预备役团

政委结合预备役官兵思想实际，先后编辑了300多条短信，有

针对性地发给预备役兵，激发他们献身国防、爱军精武的热

情，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该负责人说，手机短信传播快、覆

盖面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块新阵地，我们应该占领它。

9．“红段子”、“e拇指文学”大赛等活动，引起社会方方



面面的广泛关注。去年12月3日～7日，由人民日报、经济日

报、人民邮电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以及人民

网、新华网等10多家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记者组成采访团，

走进广东、海南，联合对中国移动红色短信文化建设进行了

专题来访。采访团认为，中国移动通过技术和业务创新。与

主流媒体合作，以手机音乐、手机文学等新的应用形式，将

健康的文学艺术作品引入移动信息服务领域，同时积极开展

各种营销活动，支持广大手机用户进行科学的、健康的信息

内容创作，以有趣对抗无聊，以健康对抗庸俗，有效地将主

流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融合在一起，将积极向上、乐观健康

的思想和文化，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唱响了

主旋律，对弘扬先进文化、净化网络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 10．短信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人人都是接受者，同时又是生

产者、传播者。有分析认为，作为政府部门要认真思考如何

将短信这个始于大众的民间语文形式，纳入政府文化建设的

视野；如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和有效监管，特别是政府有关

部门和专家学者更要认真研究一些基础性问题，促进短信文

化的健康发展。还有分析指出，孕育红色短信文化，唯有靠

社会的有力引导，靠优秀健康内容的润物无声。许多广为传

播的“红段子”，凝结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理性与感性的思考

，紧扣了普通百姓的心弦，契合了公众渴望交流与倾诉的心

理需求，透射出自身的魅力，吸引人、感染人、涵养人、鼓

舞人、凝聚人。这正是“红段子”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红色

短信文化得以弘扬的根本原因。 11．有专家说，我们看了不

少盘点“短信经济”成果的喜人报道，看了不少移动通信业

务创造经营增长点的乐观估算。但却少有人估算，一年400亿



元短信收入中，那些垃圾短信“经济贡献”背后的社会代价

和文化损失。更鲜有人思考，这样一个新传播方式的文化特

性和发展方向。在短信的“文化意义”远未被证实之时，手

机虽然空前迅速地发展着，但却只是技术和数字的增长，对

其内容和文化含量，却缺乏引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