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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复活”，一单多少钱？

对 于 初 次 接 触“AI 复
活”这个概念的人来说，难
以 想 象 的 东 西 还 是 太 多
了 。 最 直 观 的 疑 问 就 是
——AI“复活”某人之后，我
们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形式
与 TA 相见？

一 段 视 频 ？ 一 个 可 互
动的程序？抑或是某种可
真实触碰的全新物品？

来自上海的企业“超级
头脑”，从 2015 年进入 AI 游
戏 开 发 、VR、数 字 人 等 领
域，在 2023 年 3 月份开始涉
足“AI 复活”这个崭新的应
用场景。团队的创始人张
泽伟详细介绍了他们当前
主要的三类业务：AI 疗愈、
数字遗照和 3D 超写实的仿
生数字人。

张泽伟表示，目前第一
种“AI 疗愈”已经做了 600 多
单，后两种还没有大量铺向
市场，仍在进行内部的细节
优化和版本迭代中。整体
来讲，就算“安排上顶格的
技术”，一单的价格也不会
超过五位数。

不过，由于“AI 复活”本
身就是一种从需求寻找市
场的特殊行业，因此，超级
头脑团队碰到的更多是为

“带着需求找上门”的客户
提供一对一定制版服务。

“那位失独父亲一开始
找到我们的时候，其实要求
很简单，就说想克隆一下他
儿 子 的 声 音 ，从 这 个 点 开
始，又慢慢分散出现其他需
求 …… 其 实 最 开 始 有 这 个
概念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要做什么，都是一些用户来
找到我们，说他们要做哪些
事情，我们再总结出他们的
需求，最后才有现在这些产
品。其实你现在来看，这位
父亲的需求其实并不属于
我 们 现 有 的 任 何 业 务 形
式。”张泽伟说。

“本质是 AIGC 的一条
细分赛道”

在聊到技术实现时，几
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所
谓“AI 复活”其实就是当前
大 热 的 生 成 式 AI，或 者 说
AIGC（人 工 智 能 生 成 内 容

技 术）领 域 的 一 个 细 分 赛
道，本质上是利用图像、语
音、视频、文字等多个领域
中已经成熟的技术去生成
个人形象、声音、知识库、思
维 方 式 、语 言 风 格 等 等 内
容，再逐步将这些不同内容

“拼接”成一个完整的产品。
在具体的实现上，大模

型市场为 AI 复活提供了动
力。

张泽伟表示，在做那些
具有交互功能的 AI 复活项
目时，他们会先收集逝者的
的生平资料、语言习惯，然
后把这些数据输入到服务
器上，再基于他们细分领域
的一个模型去做本地化的
训练和部署。如果用户问
到了数据库里没有的信息，
底层就会跳转到当前市面
上已有的超大模型的付费
接口，换文心一言、星火大
模 型 等 继 续 完 成 对 话 ，这
样，就可以持续进行多轮对
话。

而在这个细分赛道里，
“数据”也是从业者们频频
提起的一个词。

“AI 复活对于数据质量
的要求非常高，数据越多、
越全，训练出来的数字人的
相似度就越高。

产业规模很小，仍是
“需求寻找市场”

在张泽伟看来，2022 年
底的一波技术大爆发，使得
大家都开始探索技术的具
体落地和应用，“AI 复活”就
是应运而生的这样一个产
业。而他们也从逐步尝试，
到现在整个团队全部投入
这个细分领域。

“作为中小团队，我们
其实做不了太多东西，进入
到这个领域，也是我们整个
团队都觉得它的社会价值
和意义比较大。这个行业
目前还在早期萌芽阶段，规
模很小，短时间或许也难以
推进，但观察到国内甚至是
全球的庞大的市场需求，我
认为未来可能是万亿级别
的市场。”张泽伟说。

对于国内主做 AI 名人
复刻的企业“数字栩生”团
队来说，目前出于商业方面
的考虑，并没有在“AI 复活”
方面有什么业务开展，而创

始人翁冬冬个人认为，“AI
复活”这个概念本身是有需
求的，但现在市面上已有的
呈现形式，比如让逝者照片
可对话，可能并不是一个特
别清晰或者真实的需求。

“其实国内做数字人的
团队特别多，大家都有各自
的方向。像我们团队针对
头部，也会有客户有‘AI 复
活’这样的需求找过来。”翁
冬冬补充说，“其实跟海外
业务比的话，中国的业务丰
富程度是特别高的。因为
人多。所以这么多人，哪怕
比例很小的人需要这个东
西，那也是巨大的市场。”

不过，从长期来说，数
字栩生提到了另一个有所
重合的概念——数字陪伴。

比起“AI 复活”的交付
一段视频、一个产品的“短
时间内的再次相见”，“数字
陪伴”更强调一个有自己的
基本逻辑，能长期且深度地
去了解被陪伴的人的需求
的数字智能体，能作出更合
理的反应，提供更加细腻的
希求，技术底层类似一种定
制的 AI聊天大模型。

而要做到这一点，翁冬
冬觉得现有的技术可能就

“不够用”了，基础技术还得
再往前走一步才行，比如大
模型对于场景的理解能力。

争议仍无定论，“伤害
比效果更多”？

无论如何，“AI 复活”这
一产业的诞生，本就意味着
大众在情感方面的一种朴
素的需求——无论是对亲
人的缅怀，还是对自身的慰
藉，“AI 复活”都远比一般的
技术场景承担了更复杂的
感情。

事实上，在“AI 复活”于
去年刚刚兴起时，就有人认
为，这是一种结合了 AI的新
型心理疗愈方式，将 AI技术
用在沉湎与亲人分离痛苦
中的用户身上，能够缓和他
们内心的波澜。

但 一 位 业 内 的 心 理 咨
询师对此持保留态度。她
提出，哀伤有相对固定的过
程 ，其 中 确 认 亲 人 死 亡 的

“承认”是很重要的一步，AI
复活的片段可能使未亡人
丧 失 现 实 感 ，无 法 完 成 哀

悼，死者那么生动的存在
还有可能给未亡人造成
二次创伤。而如果模仿
得 有 差 错 —— 这 对 最 亲
近 的 人 来 说 是 必 然 的
—— 又 可 能 从 另 一 种 角
度“污染”真人原本的回
忆，使得死者需要艰难地
确认亲人已死，同样可能
造成创伤。

更何况，如果 AI 生成
内容如果从技术层面被

“投毒”，使得最终生成了
不受控制的片段呢？使
用了“AI 复活”的生者是
否可能因为社会舆论层
面的不理解和偏见，从而
产 生 巨 大 的 精 神 压 力
呢？如果用户可能永远
无法面对丧失，反而彻底
失去了心理疗愈的可能
呢？

不 仅 是 道 德 和 伦 理
方面的争议，一旦涉及到
人，法律层面的风险同样
也无可回避。

肖像权侵犯、隐私数
据保护、AI 诈骗……底层
技术的进步也催生出了
巨大的灰色地带，“AI 复
活”甚至于数字人都仍是
新兴产业，目前既无专门
的监管条例，也没有自发
形成的行业标准，因此，
从业者们整体都处于审
慎探索的状态。

在英剧《黑镜》中，女
主利用 AI“复活”了男友
后，起初欣喜不已，但很
快意识到这不过只是一
个影子。在故事的最后，
她将仿生的机器人男友
搁置在了阁楼，只在每年
的特定时间上去看他一
眼。

在影视作品里，作为
人类的终极梦想之一的

“死而复生”并不总拥有
圆满的结局，而在科技的
推动下逐渐走向现实的
产业，也仍然存在诸多问
题。

也 许“AI 复 活 ”会 在
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大步
向前，最终进化到连电影
都无法想象的程度，又也
许它会在时间的推移里
逐渐消散，但在现在，关
于未来的畅想已经向人
类打开了大门。

杨博雯

“通过另一种形式与虚拟化的逝者相见”

“AI复活”
争议中大步向前争议中大步向前

“舅舅离世了，全家人
都在瞒着 80岁身体不好的
姥姥，能不能用 AI‘扮演’
舅舅，让他对姥姥说几句
话报个平安？”

“我儿子因病意外去
世 了 ，我 还 想 见 见 我 儿
子。”

……
乘着这波 AI浪潮，“AI

复活”的产业正在悄悄萌
芽。

“AI 复活”，这个名称
最为人所知的或许是约十
年前的英剧，《黑镜》第二
季中的一集，女主利用意
外身亡的男友在社交网络
上留下的大量数据，重塑
了 一 个 模 拟 男 友 人 格 的
AI。而在现实中，像这样

“通过另一种形式与虚拟
化的逝者相见”的故事，正
在新年伊始之际逐渐走入
大众的视野。

2023 年 12 月中旬，一
则“失独父亲用 AI 复活病
逝儿子”的新闻引起了广
泛关注，一位中国父亲因
ChatGPT、文 心 一 言 等 AI
技术工具的出现而看到希
望，在辗转了多个团队后，
最终收到了一段 AI生成的
儿子的视频。

“效果是初级的，但已
足以让他的妻子在已故儿
子的墓前哭泣。”一家外媒
在报道里这样说。

这是一类依赖生成式
AI 的底层技术，复现逝者
的形象、声音、言谈举止，
甚至是性格情感的产品，
业内人更愿意将其描述为

“数字陪伴”或“AI 数字永
生”。一家去年 3月份开始
涉 足 相 关 领 域 的 团 队 表
示，截至目前，他们已经为
超过 600 个家庭提供了相
关服务，其中大部分来自
因疾病、事故或自然灾害
而失去孩子的父母。

电影《寻梦环游
记》里面说过，“死亡并
不是结束，被遗忘才
是”。中国作协会员、
资深心理咨询师张娓
表示，“再高级的人工
智能也不是原来的亲
人”。张娓也提出了自
己对其中伦理问题的
担心，“随着人工智能
的发达和普及，我们也
会越来越依赖它，情感
也会逐渐转移甚至沉
迷其中，所以我们应该
建立一个边界，把握好
一个度，才能更好地自
我成长。”

有网友认为，没
必要把已故亲人做成
AI，“亲人感觉就是被
操纵的电子玩偶，你想
让 它 怎 么 说 就 怎 么
说。”

清华大学人工智
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
院 长 梁 正 也 表 示 了

“复活”后边界问题的
担忧，“情感、意识和
价值，这些纯个人体
验是不能被物理数据
所记录的，AI 只是一
个模拟问答，仅仅是
与逝者相似的风格，
一旦你去干预了，那
这还是不是你所认为
的那种真实的印记？”
此外，对逝者的留恋，
究竟会疗愈创伤还是
延宕痛苦，心理学界
也有争议。

还有网友表示，
希望能在清明节用这
种方式和去世的亲人
对话，寄托哀思。

黄斌律师长期关
注元宇宙，曾发表过多
篇虚拟人产业发展的
研究报告，他表示，自
己相信未来AI技术平
民化后，很多人将仍是
愿意在这个世界留下
自己的虚拟人，例如有
人患病早逝，身后将留
下幼小的孩子，会希望
保留自己的思维，引导
孩子成长。

“但目前‘复活’
逝者若要普及，先要
解决隐私、授权和伦
理等众多问题，比如
如果数据量太少，可
能需要利用算法补足
后进行机器学习，有
可能存在算法的偏见
歧视等现象，所以并
不适合推广，业界目
前关注更多的是能够
大规模商用的虚拟形
象。”黄斌说。

综合

律师：

“复活”逝者

目前不宜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