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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认知惰性：对互联网的依赖本身是一种成瘾。

现在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低头族”——两眼无法从手机屏幕上挪开——这些人中有玩游戏
，有聊天的，有刷微博的，有混朋友圈的，要说这专注的劲头，的确值得欣赏。

注意力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核心要素，人们依赖网络，便捷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网络上的信息
够把注意力牢牢吸引住。只要所控制的注意力够专够强，那么网络实际上也就控制了个体的行为，激
了个体潜在的偏好和需求。

网络对于人的行为控制不在技术层面，而是在注意力层面。平时三心二意的人或者马马虎虎的人，在
联网面前似乎都专注起来，对周边事物充耳不闻。

这种注意力的控制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就是有趣。 人都有好奇心，只是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好奇心
于缺乏激发因素而被抑制了，毕竟每个个体都会受到自身社会环境和社会网络的限制，发生在身边的
事少，出现的频率低。

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它打破了信息传播的空间限制，瞬间聚集各领域的信息，从而让有趣的事情能
高频率地冲击眼球。在这种高频信息的冲击下，人的好奇心会不断被激发出来，从而形成一种认知上
依赖，这种依赖就体现在注意力上。人们无法离开网络环境，一旦到一个没有网络的环境中，就跟丢
魂似的。也就是说，离开了网络环境，人们发现自身的注意力丢了，无法集中了，心神不宁了。

现在很多人都在谴责类似《王者荣耀》之类的游戏会致人成瘾，实际上对互联网本身的依赖也可以看
是一种成瘾行为，这和某个游戏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不过人们习惯撇开自己的问题，把原因转嫁
其他地方，这被称作确证偏见。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本质上就是一种成瘾行为，这种成瘾行为体现为对互联网信息高度
续性的关注，也就是对网络的高度依赖。当这种成瘾行为一旦发生，也就意味着网络环境下的工作和
活已经演化成一种固定的习惯，这就和千百年来人类进化出的其他习惯一样。既然是习惯，就会固化
难以改变。当人工智能水平越来越高，人工智能产品越来越普及，这种网络依赖也会越来越严重。所
，别怪某个游戏了，没有游戏，也会有别的东西锁定你的眼球。也别怪孩子们了，大人们也很难摆脱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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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问题不是逃避，面对网络时代，逃避网络也不是办法，不然生活成本太高。如何拥抱网络，同
不让自己上瘾，才是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络依赖从本质上说是认知依赖

认知依赖在非网络时代中也存在，比如古人通过观天象看黄历来安排重大事务。这种对黄历的依赖也
一种认知依赖。因为古代没有足够多的科学知识，不足以通过其他更好的方式来认识外面的世界，只
依赖某些简单易懂的信息来帮助自身决策，以规避不确定性风险。

互联网让科学更为普及，信息更为海量，人们可以充分地运用各种技术手段来采集和整理信息并从中
出推断。按照这种逻辑来说，人们应该表现得更为理智才对，其实不然。当信息量太大，且更新频率
快的时候，人们受好奇心的驱使，会不断激励自己去需求下一个新的信息，这就会导致两个问题：

一是既定的信息还没有理解和消化，大脑对信息的处理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

二是对信息的期待和信息的高频出现会把人的注意力牢牢定在屏幕上，看似人们注意力高度提升了，
实是被固化了。

这种注意力的提升并没有带来认知能力的提升，恰恰相反，有可能损害认知能力本身。

互联网资讯信息并非完全可靠。 高频信息具有局部和散点似的特征，人们除非能够把所搜集出来的信
集中整理加工，才可能推断出有用的线索。但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信息加工处理也会有专门的人来完成
这些人按照自身的理解加以推断，形成某些结论，而这种系统的分析看似专业，实际上也不过是代表
分析者的视野和水平，并不代表这些信息的真实含义。这就容易导致互联网上的信息很容易通过所谓
专业之手把错误放大，进一步误导读者。更何况一部分人懂得互联网上信息加工的好处，故意通过某
偏激的视角来解读和加工，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种信息操纵可以为操纵者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会
重损害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质量。

因此，高频海量信息看似有利于人们的理性判断，但由于认知依赖，人们的各种认知偏见反而可能被
大了。当这些偏见被逐步放大时，就会致使人的行为逐步趋同，趋向于某种网络上所认同的模式。

社会心理学家津多巴曾经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会让男性趋向于中性化，原因就在于互联网造
的认知依赖导致产生的认知惰性，让男性不愿意去冒险，不愿意去面对各种现实的不确定性事件，这
情形下，男性自然也无法像传统社会中的角色那样去承担社会责任。津多巴的研究是否真正刻画了网
时代的男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至少揭示了网络社会所潜在的弊端：高频海量信息会放大人们自
的认知偏见，强化认知惰性，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

宅男宅女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不仅仅是因为宅，更体现在观念和日常行为模式上，这才是人们应该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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