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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冀戈交谈中，记者注意到，
他不但随身携带一部智能手机，还
有一部早已过时的摩托罗拉手机当
备用机。冀戈说，他收藏的这些手
机，除了几部属于1G网络的手机不
能使用外，其他的都能正常使有。
他专门有一个手机号用在备用机
上，每天轮换着用一部珍藏的手
机。“手机电池长期不充电，就容易
老化。所以，我每天轮流给手机电
池充电、使用，以延长它的寿命。我
目前用的这部备用机是摩托罗拉系
列的，虽然是 2G 网络，但信号也很
好。”正说着，冀戈的备用手机响了，
有人找他，通话一切正常。

冀戈说，自摩托罗拉 8200E 之
后，他又用过不少手机，先是黑白屏
的，后有了彩屏；刚开始只有英文输
入，后又有了中文输入……到了
2010年前后，智能手机开始迅速发
展，周围人都换上了屏幕比较大的
智能手机，冀戈也紧跟潮流，换上了
国产智能手机，除了打电话，还能拍
照、上网、聊天，相当于一台能打电
话的便携式电脑，非常方便。

“看到这些手机就能想到生活
的变化。”冀戈说，现在智能手机更
新换代很快，从外观、拍照到续航，
变化日新月异。手机的更新，反映
出人们生活的巨大变迁，国产手机
越来越好，华为、小米大受欢迎，说
明我们高新技术制造业在不断进
步。“以后我们肯定会用到更好的

手机，未来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这些手机是时代和历史的记录者，
每一个零件，每一次功能的进步都
凝聚着许多科技工作者的心血。
冀戈说他有个愿望，等时机成熟
时，举办一个收藏手机展览，让现
在的孩子们参观，感受一下社会的
发展和进步。

多数手机还能正常使用

从“砖头块”到“掌中宝”

百余部手机见证生活变迁

□本报记者 牛超/文 禹舸/图

对于过时、淘汰的手机，
不少人会将其视作电子垃圾

“遗弃”。但对于市民冀戈，
却是一段历史、一段回忆。
十多年来，他收藏不同时期、
品牌、型号的手机达百余部。

“这是一个人的情怀，
它 见 证 了 从 1G 到 5G 的 发
展，某些经典型号甚至成为
时代的烙印。可以说，不同
年龄阶段的人在这里几乎
都可以找到自己用过的手
机，想起往日时光。”8 月 3
日，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
冀戈说。

冀戈今年42岁，家住市区和平路
北9号院。据冀戈介绍，他真正开始收
藏手机是从2010年起。一次，他无意
中在网上看到了早已被淘汰的摩托罗
拉8200E手机。“我用的第一部手机就
是这款。”冀戈说，熟悉的机型让他瞬
间涌起一种“怀旧情结，仿佛又回到了
拥有第一部手机时的情景”。

据冀戈回忆，他 1998年开始使用
手机。那是2月份，在家人的支持下，
他花6000多元在市区开源路一家手机
店买了一部摩托罗拉 8200E 手机，又
花2000多元买了一张手机卡。“买手机
卡并不代表有手机号，还需要再花300
多元买个手机号。”当时用手机都要有

“持机证”，里面详细记录着你的手机
型号、单位、机型、机号及开户日期和
交费情况等。冀戈记得“持机证”是个
小红本，名片大小，后因搬家丢失了。

“当时手机话费很贵，不但每月有
几十元的座机费，而且接打电话都要
收费，所以虽然拥有了手机，但没啥急
事也是很少用。”冀戈说，那个年代的
通信不如现在这么便捷，手机主要是
配合着传呼机回电话用的。当时最流
行传呼机，“你只要戴着传呼机，就可
通过传呼台呼叫你，然后你需要找个
公用电话回复。但是有了手机，你可
以随时随地回复，不用再四处找公用
电话了。当年工资都很低，只有‘成功
人士’才拥有传呼机，它也是一种身份
象征，大家都喜欢佩戴在腰带上，露在
外面，显得非常有面子。走在街上或
坐在公交车上，如果谁腰间的寻呼机
突然响起，旁边人都有可能向他行‘注
目礼’。”

这次无意中的发现，让冀戈产生
了收藏手机的想法。他花1800元在淘
宝上买下这款摩托罗拉 8200E 手机，
珍藏下来，并开始有意识地去收藏各
种品牌及型号的手机。

一部手机
开启“收藏”之旅

“这可都是我的宝贝，平时很少拿
出来。”冀戈将存放在家里的百余部手
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向记者展示。

这些手机都极具年代气息，不
但有砖头块大小的“大哥大”、上世
纪80年代的模拟手机，也有前些年
流行的直板和翻盖手机，还有一些
保存较好的手机电池和充电器。可
以说，从 1G到 5G网络的手机，在这
里都能找到。

“这部手机是不用插卡的，那部

手机的手机卡是大卡，像身份证一
样大。”冀戈拿着一部摩托罗拉GC-
87C手机给记者演示。

“这是第一款支持上网的手机，
不过当时上网速度慢，只能传输简单
的文字，没有图片。如果想开通上网
功能，需要去营业厅办理。”“这是第
一款支持蓝牙的手机，当时的蓝牙只
能接打电话，并不能传输文件。”“这
是全键盘手机，左右滑盖。”

…………

提起自己收藏的手机，冀戈很
是兴奋。

记者注意到，这些手机多以诺
基亚、三星、爱立信、西门子、索爱等
品牌为主。据冀戈介绍，他收藏手
机最多时有 700 多部，家里到处都
是，尤其是客厅，连沙发背景上悬挂
的都是手机。后在家人的干涉下，
他将一部分品相不好、重复收藏的
手机进行了置换或处理，留下百余
部特别喜爱的珍藏下来。

从1G到5G，手机是最好的见证者

市民冀戈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手机

冀戈收藏的各种样式的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