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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缘何选择AI复活？
“小学课本中有一首诗，清

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儿时的我根本读不懂其中
的含义。直到我奶奶离开我后，
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是‘欲断
魂’。”奶奶的离世让小赵深刻感
受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当小赵得知可以用AI技术
重新“复活”亲人时，她付诸行动
并在相关平台找到一个名为“AI
造梦师”的账号。她选择了最贵
的1000元的套餐，因为“可以一
比一还原亲人说话声音音色”。

没多久，小赵收到了奶奶给
她打来的“视频”。这让她激动
不已，“听声音很像奶奶，有一瞬
间我会感觉奶奶还在我身边跟
我絮絮叨叨”。她向记者展示了
奶奶的视频，又不太满意最终的
效果，“看着有点可怕，视频里的
人根本不像我奶奶，充其量就是
一张能动的图片”。

失去妻子两年的张先生，也
是通过AI“复活”“见到”妻子。说
话时，他的泪水不自觉地滑落。

“那一刻，我感觉她就在我身
边。我太想她了。”张先生吐露
说，妻子离开后，自己总是期待
在梦里见到她。“很多时间我都
会在睡前祈祷她进入我的梦
里。但你知道，梦很难的。”

在购买了AI复活服务后，每
天早上，在自己的手机上，AI“妻

子”会笑着和他说“早上好”。
“现在来说，这个视频更多

的是给了我一个念想和安慰。
人么，总要有个念想才能活下
去。”张先生这样评价自己购买
服务的初衷。

据记者调查，AI复活技术服
务的价格从最低20元到最高1
万元不等，形成了“层级化”的收
费水平。最基础的服务仅需20
元，即可使人物重新活动起来，
而50元则可以让人物动起来并
说话。一些商家甚至推出了价
值高达 1499 元的全息克隆套
餐，为客户提供更加高端的体
验。此外，据90后人工智能从业
者张泽伟表示，其AI团队提供的
服务价格在5000元至1万元之
间，还原度基本和真人一样。

一位“数字人”AI团队的工
作人员透露说：“AI复活技术在
形象复原方面相对简单，尤其是
AI换脸技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
相当成熟。然而，其关键在于精
细度，即复原效果的质量高低直
接影响着价格高低。”

科技真能赋予生命“永生”？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AI复活

开始频频出现在网络上，也吸引
了一些用户询价，但真正启用这
一服务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尽管思念亲人，但陈颖的想
法和大部分人一样，觉得与亲人
的道别要有一个明显的边界。

“我现在深刻体会到了那句
‘亲人的离去是一生的潮湿’这
句话。很多个我觉得幸福的时
刻，在下一瞬间我就会想如果外
婆在就好了。然后那个瞬间也
觉得索然无味。我昨天去成都
南路那里喝咖啡，看到一个头发
花白，但是脸型和外婆很像的老
奶奶，又是一次‘心雨’。”去年7
月，奶奶的与世长辞在陈颖的心
中留下了难以填补的空缺。陈
颖告诉记者，她曾经近两个月的
时间都是看着手机上奶奶的照
片才能睡着，那是她唯一觉得能
够接近奶奶的方式。然而，她却
不敢用AI“复活”奶奶。“我不敢
做那个。我觉得我已经很难放
下了……我怕所谓的复活只是
黄粱一梦，我更走不出来。”陈颖
告诉记者。

“我不会用AI复活亲人，这
样会让死亡变得不再严肃。”在
思考了许久后，“街街”明确表
态，自己坚决反对用AI来“复活”
自己的父亲。“我没能见爸爸最
后一面，这样的遗憾让我反复思
考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不是很
无助，一想到此情此景我就会陷
入死循环。即便如此，我也不能
接受这种所谓的‘复活’。”

她继续解释道：“所谓的‘复
活’，不过是利用技术模仿声音，
讲述预设的语句，不过是高级的
复读机罢了。”采访中“街街”几
度哽咽。

最低20元最高1万元 就能实现“数字永生”

AI复活，模糊了生死的边界？
知名音乐人包小柏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复活”已故女儿，并让女儿给妻子“唱了生日歌”。

这给了包小柏夫妇莫大的情感安慰。然而，近日，乔任梁的父亲乔康强却公开喊话，批判利用
AI“复活”的做法是伪善的。尽管乔康强夫妇婉拒了本报的采访，但这几天关于AI复活的讨论

甚嚣尘上。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将至，让人们再次聚焦于如何用科技手段缅怀逝者的议题上。
那么，到底什么是AI复活技术？使用过的人体验真的好吗？它会不会模糊生与死的边界，涉及伦理的敏感区？带

着这些问题，青年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青年报实习生 张彤彤 首席记者 范彦萍

从古至今，人类始终在寻找

方式对抗死亡带来的离别之痛。

死亡带来的分别是人生最为悲痛

和无力承受的。在历史的长河

中，人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怀

念逝者，从画像、照相机到留声

机，技术的进步始终伴随着我们

试图挽留那最后一缕牵挂，实现

与逝者交流的幻想。

在科技不断突破的今天，“复

活”逝去的亲人的AI技术可以让

我们重新与离开的人产生连接，

同时，也带来了更为深刻的疑问

——在 AI 可以复制甚至超越人

类特质的时代，什么使我们成为

人类？数字化“复活”的形式是否

能够代表逝者的真实存在？

此外，它也触及了深层的伦

理问题，尤其是当这种重现涉及

公众人物时。公众人物无可避免

地在互联网上留下了丰富的数据

痕迹。这些数据，从文字访谈到

视频演出，构成了他们数字遗产

的一部分，成为可以被技术手段

“再利用”的资源。然而，这种重现

的可能性，也带来了一系列尚未被

明确回答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应如何制定规范来指导逝者

个人数据的使用，确保尊重和保

护他们的隐私和尊严？当生命的

光芒熄灭，逝者的尊严和隐私权

不应成为我们遗忘的角落。而当

这些技术造成伤害或争议时，谁

应承担责任？以及对于那些运用

AI技术“复活”公众人物的行为，

是对逝者记忆的缅怀，还是对其

身份和遗产的简化和扭曲？逝者

的个人权利和尊严走向何处？其

亲人如何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处

置这种“复活”？

这些问题，都有待全社会的

重视和思考。

随着与逝者“交流”的可能
性成为现实，我们对生命意义的
探索也随之深化。生命的价值
是否仅仅在于物质存在？或者
说，记忆和影响是否构成了我们
对一个人存在意义的更深层次
理解？通过AI技术保持与逝者
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
我们对生命、死亡以及之后如何

保持存在的认知。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研究员成素梅认为这种技术
可能改变人们对死亡的接受度
和悼念方式。“它在某种程度上
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让我们不
得不重新思考什么是记忆，什么
是真正的告别。而人的生活方
式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脱实向

虚——意义在哪里，让人越来越
虚幻，社会发展会越来越不利。”

成素梅研究员告诉记者她
的忧思：技术有它发展的轨迹，
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是技术远远
地跑在前面，而我们的文化伦理
是远远落后的。当用先进的技
术套在老套的文化中，就会有悲
剧与灾难。

传统观念中，死亡被视为生
命不可逆转的终结，是生命旅程
的最后一页。然而，当AI技术能
够模拟逝者的语言、行为乃至思
维模式时，这种终结性似乎被某
种形式的“连续性”所替代。这
种连续性挑战了我们对生命有
限性的传统认识，引发了一系列
关于身份、记忆以及存在的哲学
讨论。

心理学研究表明，与逝者的
再次“交流”，甚至具备类似心理
治疗的效果。从情感联结视角
看，这种错觉有助于个体找到一
个可以持续互动的对象，以便重

建依恋、获得慰藉。
实际上，过度依赖这种虚拟

交流可能会干扰正常的哀悼过
程。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
医师李佳琦解释道：“虽然AI复
活的初衷是提供慰藉，但它可能
成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让人
们难以接受亲人的真正离去，延
续甚至加剧悲伤的情感”。

在采访过程中，关于AI复活
是否涉及情感、伦理和法律的问
题也被公众广泛讨论。

比如AI复活需要数据，需要
逝者的语音、图片，甚至是视频
数据。该技术在于它依赖于大

量的个人数据来训练模型，使其
能够准确地模拟个人的行为或
语言模式。

崔女士表示，自己的父亲去
世时智能手机不是非常普及，根
本不会有这样的数据足以支撑
其实施。“对于那些生活在智能
手机和社交媒体普及之前的人，
他们的数据可能非常有限，甚至
根本没有数据，这使得AI复活技
术在这些情况下难以实施。这
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
公平性问题，因为它意味着只有
留下足够数据的人才有可能被

‘复活’。”

当技术不断进步 我们如何面对生与死？

■记者手记

逝者的尊严不应成为遗忘的角落

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远跑在文化伦理前面[观点]

在社交网络上就能找到AI复活技术服务。 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