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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扫过二维码？你 OUT 了哦! 
 

本报实习生   沈琰琳   本报记者  徐宛芝 
 

  不知从何时起，一个叫做“二维码”的黑白小方块开始大行其道——只要拿起智能手机“扫”

一下，就能“破译”它的全部信息密码：产品防伪、网站链接、数据下载、商品交易、定位导航、

信息传递、WIFI 共享等等。仿佛一把开启新世界的钥匙，二维码正在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方式及对社会的理解。 
  无处不在的“二维码生活” 
  似乎是一瞬间，大街小巷的餐厅、KTV、地铁、商场，电视屏幕、饮料瓶、电梯里面、楼宇

广告、户外广告牌，报纸杂志、街边小广告，都出现了二维码，扫一下，一个促销活动或一则视

频信息，会让你不自觉地参与到各种商业活动中去。 
  二维码起源于日本，是一种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黑白相间图形，储存量大、追踪性高、成本

低廉。随着 3G 技术的普及，它的应用无处不在。 
  不久前，湖北大学知行学院后街的鸡蛋灌饼因为使用二维码而走出了“国际范儿”：小摊的

招牌上印有两个二维码，分别写着“支付宝付款”、“微信订餐”，买者用手机一扫，就可以通过

支付宝付钱，不用翻遍口袋找零钱。据说微信订餐开通第一天就有 31 个人“捧场”。“摊子虽小，

还是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摊主王杰说，“现在大学生都爱网上购物，我用二维码，买饼的人可以

预定，还能把钱打到我账上，方便又卫生。” 
  “扫一扫、更优惠”，这样的宣传语遍布各种海报、门票和饭店餐桌，不再需要会员卡和纸

质优惠券，顾客只需扫一下二维码，就能获得各种促销优惠。南京仙林东城汇一家连锁火锅店的

店主周剑锋邀请记者扫一下桌子右下角的二维码，“现在加微信就送饮料，而且我们的微信会不

定期发布优惠消息、推送新菜。你有手机，我们有二维码，联系无处不在！”他彷佛在念着一则

店家广告。 
  许多公共服务领域也开始有了二维码应用。 
  去年底，南京公交车内增添了二维码，语音提示乘客可以通过扫描来评价服务。国内公交系

统中，南京公交首家尝试通过网络让乘客实时参与评价。“我希望南京公交的二维码应用更多一

些。”南京驴友“沙洲”说，比如浙江公交站牌上有二维码，一扫就知道公交车什么时候到、周

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南京车站有电子显示屏，但造价高，不是每个站都有。二维码造价低，

对游客的服务也更全面到位。” 
  最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余杰从警方手里领回了被盗的自行车，发现车身上贴了一张二

维码。这是南京警方针对校园内自行车频繁被盗而使用的二维码身份识别系统，一扫便知车主身

份及车辆特征，是自行车的“身份证”。据警方介绍，以后会将这种“身份证”内置在车里，不

会被轻易毁掉。 
  二维码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因而也为越来越多的时尚人士所青睐，

交换二维码名片、用二维码购物、登机、看电影……“现在逛博物馆，不能只是‘看’，还应该

‘扫’。”苏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谢晓婷说，“展品标签能够容纳的信息毕竟有限，现在我们馆内

每件展品的简介旁都有二维码，提供展品的相关资料，还有很多拓展链接。看展览，扫二维码，

已成为苏博新时尚。”各种展览、拍卖和比赛也都在使用二维码，最近甚至听说有英国人将二维

码刻在了墓碑上，扫一下就能看到逝者的生平、照片和视频。潮人们说，如果你没扫过二维码，

没自己的二维码，你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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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方块里的“扫扫”新体验 
  随处可见的小方块，信手可“扫”的快捷方便，不仅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人

们的思维方式与观念。 
  喜欢逛新街口的 80 后银行职员许松，特地给自己的微信设置了“二维码优惠”这个分类。“现

在二维码促销太多了，完全抵挡不住！去年中央商场搞活动，扫二维码就送 50 元现金券，不久

前地铁通道有碧欧泉海报，扫二维码就可以去专柜领取免费小样。”许松一边查微信一边指给记

者看她占过的各种“小便宜”。“我现在每到一家饭店，第一反应就是看他家有没有二维码，这和

无线网络一样重要。如果两个都有，我对这家店就会顿生好感。” 
  年轻人热衷于“扫优惠”，家庭主妇们更注重“扫健康”。家住南京奥体的郑佳现在逛超市习

惯了“买之前扫一扫”。“那么多食品安全问题，不敢随便买东西。有二维码就好了，扫一下就知

道食品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来源和物流信息，安心多了。”郑佳说，以前商品的条形码，只

有商家才能扫，现在的二维码顾客也能扫，并且内容丰富，“应该大力推广，特别是奶粉、鸡蛋、

肉这类与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据悉，在二维码应用中，食品的二维码溯源在中国最受欢迎。 
  二维码还与传统平台对接，带来新的体验与惊喜。江苏师范大学的学生陈冉今年 4 月特地来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欣赏了一场诗展，念念不忘那次独特的经历。“当时著名诗人翟永明拿出手

机，对我们说，你们扫一下墙上的二维码，我们一起来读诗！”陈冉扫了一下，发现已将翟永明

的诗《在古代》存到了手机里，现场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手机，一起读《在古代》。“现代科技与

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和谐，那种感觉很奇妙。”她说。 
  在崇尚个性的时代，二维码为分众传播提供了桥梁，扫一扫，你就能找到你的兴趣所在和你

所属的群体。 
  前不久《扬子晚报》一条温情报道“小狗找妈妈遇到妈妈找小狗”，感动了不少爱狗人士。

这条新闻旁，印着一个二维码，扫一下就能进入扬网开设的“宠物遗失信息交流平台”。丢狗的

凌女士十分感慨：“我找狗时简直一团乱麻，西祠、QQ 群都上了也没得到确切信息。现在，谁丢

了宠物，扫下二维码进入这个平台，就能大大增加找到宠物的成功率！”扬网的编辑景洁说，二

维码拓展了传统媒体的覆盖面，加强了报纸和网络的互动，为读者提供了更细致的服务。 
  不过，二维码并非人人喜闻乐见。本就步履维艰的实体书店，如今又面临二维码的新挑战。

越来越多的书上贴有二维码，有书本信息，有出版社微信，还有一些是该书在网上的最高和最低

定价。“以前我也知道网上买书比较便宜，扫了二维码才知道竟然便宜这么多，那我在书店全价

买书不是很傻么？”南京设计院的余冠群以前总习惯去书店买书，现在纠结了：想去网上买书，

又同情岌岌可危的实体书店。“二维码，对于电商只是一种新的促销手段，对于实体书店却是新

一轮灾难。” 
  追逐科技，也要保持人际温度 
  有数据显示，到 2015 年，二维码市场规模将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如火如荼的二维码市场，

是在更快地推进着现代文明的进步，还是另一种意义上对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绑架？ 
  翟永明解释自己在诗展中尝试二维码时说，当今社会中诗歌被边缘化，新媒体可以帮助诗歌

这种传统文学体裁回到人群中去。“短小精悍的诗歌变成二维码，看起来像密码，破解它很有意

思很有乐趣。其实，随着人们的精神追求逐渐提高，会重新承认诗歌的价值，那时就不需要借助

新媒体了。” 
  无独有偶。90 后网友“世界为你转身”购买了号称“首款可存声音视频的纸上 U 盘”，一个

内容自定义的二维码贴纸。他兴奋地说，每张贴纸都能编辑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放入照片、音

频和视频。“二维码给人加密、解密的感觉，以个性的方式将信息传播出去，只有特定的群体才

会接收它，这种感觉很有趣。” 
  南京市委党校惠天博士认为，二维码的最大贡献是让人们在商品社会中看清楚世界。从前，

人们对于商品只有概念，最多看过相关图片，无从了解商品的来龙去脉，现在，可以凭借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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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地查清商品的底细，这会鼓励人们进一步追寻真相。如果说之前我们生活在雾霾里，那么现

在，世界变得透明起来。 
  从实用角度看，未来任何一件商品都可能拥有二维码，这能否使地沟油等假冒伪劣产品越来

越少？能否通过二维码的应用建立更加诚信的社会？南京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生食品处副处

长郑欣说，目前该局进口的食品都要求贴上二维码，方便市民辨别真假。但正如以前“CIQ”防

伪标识容易被不法商人作假，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假二维码？也许科技只是手段，建立诚信社会

最终还要靠用运用科技的人。 
  同时，当我们在享受二维码带来的更快捷、更精准、更优惠的福利时，我们再回头看看，我

们每一个人有没有丢失什么？ 
  “每到周末，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来看书买书，我不希望这种情景有一天再也看不到。”

南京新华书店营销部的朱晓林说，现在很多人喜欢扫二维码在网上买最低价图书，但在书店看书

选书、与身边人聊天的这种感觉，是“扫一扫”扫不来的。 
  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淘宝创下了 351 亿的销售额，但频密的鼠标点击、成堆的包裹、

连轴转的快递，形成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催促着人们追求更低更快。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

任张纯担忧，二维码的发展将进一步侵蚀实体店存在的根基以及传统购物方式。“靠一部手机就

能购物，还要实体店做什么？二维码还可能造成传统人际交流变淡。”他说，过去是农耕文明、

熟人社会，现在变成了陌生人社会；过去购物会有面对面交流，现在交流手段就是“扫一扫”、

键盘和鼠标。他认为，“适当放缓追逐科技潮流的脚步，保留一些人际交流的传统，生活才能保

持适宜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