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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用 AI‘复活’亲人的

技术确实存在着不少争议，比如

有人会质疑说会不会带来二次伤

害？是不是有法律风险？”禾柏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自己

最开始也担忧过这个问题。“但

从收到的反馈来看，大部分都是

积极的，也会对我们表示感谢。”

“按照目前我所了解的 AI

水平来说，这项技术并没有大

家认为的那么可怕，用肉眼是

能够判断出究竟是真人还是 AI

的。”张裕强也表示，在确定接

单前，自己会对对方提供的素

材进行筛选，也会对目的进行

把关，确保对方是真的想与亲

人见面，而不是利用这项技术

做坏事。“如果生前描述不具体、

家庭信息对不上、声音素材显

得不那么亲近的话，我们会主

动拒绝。在底层代码方面我们

也进行了设置，不去融合一些

知名人物的形象。”

“每个人来咨询我，我都会

做出详细的说明，告诉他们 AI

技术并不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

果。”朱志强说，当得到这样的

回复时，大部分咨询者就放弃

了，但也有坚持不懈想要“复活”

亲人的。为此，他特意将自己

用 AI 技术复刻形象的操作流程

录屏，并搜集了一些制作工具，

 尽管有越来越多人希望通

过 AI 技术还原亲人的形象，但

真正购买或使用过这项业务的

还是少数。张裕强算了算，今

年 3 月 1 日至今，600 多位咨询

者中，复刻成功的客户只有 12

位，“有的是对这种新兴的悼念

方式摇摆、犹豫，更多的是受

限于素材不足，没有办法为他

们达到想要的‘复活’效果”。

面对这种情况，湖南一家

AI 工作室创始人禾柏选择用创

建回忆录的方式，为逝去的人

和生者搭建起情感的链接。

“我们是去年 7 月成立的小

团队，主要通过手绘、访谈、

电子 AI 形象等方式来为逝者制

作人生纪录片，相比起单独构

建一个并不算‘完美’的 AI 形

象对话，这样能够让生者更好

地重温与亲人相处的时光，并

在这个过程中释怀，走向前方。”

禾柏提供的“人生回忆录”有

不同的主线选择——有专门展

示被回忆人过去写的信件、日

记，也有展现跟被回忆人相处

的快乐的家庭欢聚时刻。但更

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按照时间线，

“一步一脚印”地复刻出逝者的

生平。“而这需要引导他们慢慢

回忆。”最长的一单，禾柏花了

一个月。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

也更容易被人接受。

（上接 04 版）

文 / 许梦萍 ( 西南科技大学 )

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人工

智能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

进步。其中一项重要的应用

就是通过模拟人类的思维和

行为来创建虚拟人物或“数

字生命”。“AI 复活”就是依

赖于 AI 技术，再现已故者的

形象、声音和言谈举止，它

也被称为“数字陪伴”或“AI

数字永生”。

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曾

有这样一句台词：“爱可以超

越生死，生命可以因为记忆

而永恒。”死亡并不代表着生

命的结束，被遗忘才是。

“AI 复活”是对逝者的怀

念，也是唤醒生者对以往记

忆的一种方式。可能随着时

间的流逝，逝者的音容笑貌

会变得模糊，永恒的数字生

命却以另一种方式保留在生

者的记忆里。从这个角度来

看，“AI 复活”对于失去至亲

的人来说极具意义。

科 技 是 一 把 双 刃 剑， 在

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它的

弊端也不容小觑。制作 AI 数

字生命是生者对死亡和分离

痛苦的一种慰藉，“AI 复活”

的出现弥合了生与死的鸿沟，

但 其 并 不 能 模 糊 生 死 边 界，

它背后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

科技隐患仍亟待解决。

比 如“AI 复 活 ” 可 能 会

带来现实的“失真”，让人过

沉溺于虚拟的环境中而无法

面对现实。除此之外，“AI 复

活”产生的数据所有权又归

谁所有？生者是否有权去“复

活”已故者的数据？这些问

题涉及到许多伦理和现实问

题，包括生死界限、自主性

以及对机器人的道德责任等。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

们很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生

命，以及如何对待那些可能

看起来像是生命的非生物体。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数字生

命拥有高度的学习能力和自

我意识，也不能改变其本质

上是一个由代码控制的人造

物的事实。我们不能否定“AI

复活”对失去亲人的人带来

的巨大心理慰藉，但对于这

项处在探索期的新技术仍需

要抱有审慎的态度。

总而言之，“AI 复活”赋

予 了 逝 者 永 恒 的 数 字 生 命，

依托这项技术，让失去至亲

的 人 重 新 见 到 自 己 的 亲 人，

对于逝者来说是一种生命的

延续，对于生者来说是一种

情感与精神的寄托，但我们

不能就此模糊生与死的边界，

沉溺在虚拟的世界中。

如果能够获得逝者近亲属

的同意，尤其是在那些生前

留下的资料过少，或年代久

远的情况下，用 AI 技术复刻

逝去亲人形象，也许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死者近亲属

内心的遗憾。

如果仅仅是满足个人的思

念，没有用于商业甚至犯罪

目的，就无需过度焦虑。然而，

新技术的应用确实可能产生

很多新问题。

首先是要充分尊重逝者本

人的生前的意愿，也要充分

考虑配偶、父母、子女等近

亲属的合法正当利益和感受，

即逝者及其近亲属利益优先。

因为“复活”后的影像通常

并非逝者在生前真实从事过

的活动，公开传播可能导致

引发隐私、名誉等其他侵害，

甚至还有传播虚假信息的可

能。以此博取“流量”的，

也构成商业化使用，存在一

定的侵权风险。

其次，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构建的所谓的“数字人”其

实只是真实人的浅层数字映

像，并不能看作是真实人类

的复刻，如果长期沉迷于与

“数字逝者”的交互，也会对

亲属心理产生非常负面的影

响，这也是我们在开发和应

用这项技术时就应思考的伦

理道德问题。

目前，除了实现“复活”

亲人、老照片复原等功能外，

利用 AI 技术制作的虚拟数字

人技术已在影视娱乐、直播

电商等更多领域广泛使用。

但无论技术如何发展，都应

当以不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

为前提，服务于人和社会。

针对数据隐私、伦理争议

等问题，需要通过数据管理、

立法、行业自律等方式化解

风险。一方面，在算法设计、

训练数据管理、模型生成和

优化、提供服务等过程中，

要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

全。另一方面，应不断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对技

术产品的应用进行动态跟踪，

保障知识产权、人格权益等

不被侵犯。相关的行业领域

也要保持自律，守住法律和

道德底线。

■争议

技术带来的问题，留给法律去弥合

■声音

技术能弥补遗憾，也要守住底线
王勇（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系教授）

■湘妹子评论

利用AI 技术复活亲人：
“数字生命”不能模糊生死边界

■见证

用AI 科技方式做情感疗愈者

张 裕 强 团
队 还 原 的“ 数
字亲人”样本。

禾柏团队成员正在帮助委托人制作亲属的“人生回忆录”。

一次，一名委托人找到禾柏，

希望能将自己孩子的故事通过

电子 AI 形象重新呈现出来。“男

孩 7 岁时不幸溺水身亡了，尽

管后来委托人夫妇又生了一个

孩子，丈夫和婆婆也一直劝这

位妈妈忘记这段过去，但她一

直在悲痛中煎熬着，几乎每天

做梦都能梦到孩子。”

于是，禾柏向这位妈妈收集

了男孩和家人的大量照片和资

料，用 AI 技术复原了妈妈的梦

境与孩子的形象。视频里，男孩

化身勇敢而坚定的“黑珍珠号”

水手，向家人分享着自己的“冒

险”故事。禾柏还特意在最后安

排了男孩和弟弟说话的情节，告

诉弟弟要好好长大，保护妈妈。

“在这里，AI 数字复活的意义在

于陪伴，疗愈人们在失去最爱后

饱受折磨的内心。”

“经历过数字人的‘陪伴’后，

大部分人都会清醒、向前看。”

禾柏说，今年春节，有一位委

托人要求用 AI 还原自己刚过世

一年的母亲唱歌的样子。“她母

亲热爱唱歌，每年都会在家族

群里发一首歌庆祝新年。”当禾

柏将成果视频发送给委托人后

三天，对方回复了一段话：“唱

得没有我妈妈好，但我能再听

到她的声音，已经满足了……”

打包成一个资料包，售卖给有

需要的人自己操作。

为了防止对方利用 AI 技术

做不法行为，朱志强还在资料

包内限制了次数以及素材的使

用。“对于很多人来说，利用 AI

技术做出一段亲人形象的视频

并不难，只是操作过程比较繁

琐，如果真心想要‘复活亲人’，

可以自己尝试。”

根据 2023 年 7 月颁布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研

发过程中进行数据标注的，提

供者应当制定符合本办法要求

的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标注

规则。

“但仍有很多相关 AI‘复活’

产品并未标注产品由 A I 制作，

许多消费者也不了解相关规定。”

作为从业者，张裕强也希望未来

能有更清晰的法律、更明确的

监督管理。“既保证技术的创新，

也要保障人类的价值和尊严。”

　（为保护隐私，文中委托

者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