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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律，我们当下其实也在
面对着AI带来的伦理问题。当AI
生成的图片、视频在庞杂的信息流
中冲淡“真实性”，可以“复活”死去
的故人，甚至可以定制出一个“无
所不知”的专家。那么人类，究竟
应该如何与AI相处，理性且有尊严
地迈入AI时代？

AI 看上去再强大，也是用人
已有的知识“喂养”出来的。人是
可 以 直 接 感 知 世 界 的 ，AI 做 不
到。没有人，AI 是无法成长改变

的。在 AI 时代，我们要有一个观
念：AI是工具，我们要利用AI更好
地服务于我们自己，让我们变得更
强大。就像计算机当年出现的时
候也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觉得人都
会被计算机替换掉。但实际上并
没有，我们现在反而把计算机当作
重要的工具来使用。

从教育端开始，让小孩子们认
识人工智能，了解它，学会并运用
它，培养使用和甄别的能力等。而
人工智能的企业，更应该有社会责

任感，不能一味地只想着利润。
“所谓的 AI替代人，更多地指

的是替代人的弱项，例如一些重复
性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会
怎么使用它，未来淘汰的可能是拒
绝接受像 AI 这样的技术进步的
人。”梁正说。

“它（AI）就是一个工具，它是要
辅助我们个人的成长，促进社会的
发展，我们应该辩证理性地去看待
这件事。不必慌张，也不用焦虑。”
冯子轩说。 （于天昊）

AI，始终是工具

AI“复活”亲人，清明节的新选择？

据央视网报道，25岁的李洁最近把离
世7年的父亲“复活”了。她的手机里多了
一个视频——视频里的父亲可以眨眼、微
笑、开口说话。

“小洁，无论你的人生遇到什么困
难，爸爸永远在你身边，永远爱你。”

自从她的父亲因生产安全事故去世，
李洁就沉浸在对父亲的思念中，父亲的离
世成为她心里永远的痛。“看到离开我们
那么多年的父亲，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
来了。”李洁说：“我很感激AI，我觉得这可
能就是科技发展的意义。”

不只李洁父亲，一些公众人物也被网
友利用AI“复活”。但很快，其家属就表示
了不满和谴责。AI 发展突飞猛进，在今
年，又抛给我们有关生与死的话题。

清明时节，人们对离世亲友的思念之
情最重。

近日，央视网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
“AI复活”，可以找到大量相关商品。商家表
示，利用AI“复活”的办法很简单——只需要
一张正脸的照片和一段 10 秒钟以上的音
频。价格也并不算贵，只让人物动起来20
元，动起来+说话50元，动起来+原声说话90
元。而至于说话的内容，完全可以自定。

“当时和商家谈的时候很顺利，制作也
很快。”李洁表示，从下单到视频做完，没有
超过24小时。商家很好沟通，也没有多问。

尽管今年AI“复活”亲人似乎刚刚“萌
芽”，但已经吸引了如李洁这样思念亲人的
受众关注。记者观察，电商平台较为便宜
的AI“复活”产品的销量，从几十到几百不
等，且在不断增加，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
产业链。

仅仅是让逝者“说话”已经不算新鲜，
现在还能通过AI和逝者“对话”。这种“高
级复活”要价不菲，且需要更多人力和算法
的投入，“定制亲人”的“复活”时间也相对
较长。

“其实可以理解成现在那些聊天AI，套
上你亲友的照片和声音而已。目前这样是
比较快的，但如果你想真的还原逝者本人，
包括他的神态和语言逻辑，需要更多的资
料‘喂养’（AI）。”网络上的一位AI“定制亲
人”的商家向记者透露。

AI“复活”亲人有多简单？

“（AI‘复活’亲人）最核心的
风 险 ，就 是 对 死 者 肖 像 权 的 侵
犯。”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
院教授冯子轩说。

根据民法典第 990 条规定，死
者也享有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
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在内
的人格权利。

“AI‘复活’亲人是否侵权，主要
就要看是否进入了公共场域。”冯子
轩指出，“如果只是家属自己拿 AI

‘复活’来缅怀亲人，没问题。但一

旦 AI‘复活’的产品被商家拿来宣
传，或者以其他手段进入到公共视
野，用作牟利的工具，那么就涉及侵
权了。”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讨论，那就
是逝者有多个亲属的情况下，其中
一人选择AI‘复活’逝者，对于其他
亲属而言，是否是一种侵权。”冯子
轩说。

“AI‘复活’亲人，还涉及‘数
字遗产’的问题。”清华大学人工
智能研究院梁正教授表示，“逝者

生前的照片、微信聊天记录等等，
究竟是否可以像物质遗产一样能
够一代代继承，目前还没有明确
的法律规定。在民法典中已经引
入了数据权的概念，未来可能会
针对‘数字遗产’的问题予以规
定。”

而对于数字遗产，谁有权使用、
如何避免不当获取、使用时应当遵
循什么样的规范，都还需要进一步
明确。因此，利用AI技术“复活”亲
人，目前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AI“复活”亲人，小心法律风险

当下，全球针对AI的竞争已经
渐渐浮出水面。目前，一些国家和
地区也在紧锣密鼓地针对 AI 立
法。前几日，欧盟出台了全球首部
《人工智能法案》。美国的人工智能
法也在制定中。

我国针对AI特别是生成式AI
也有一些相关规定。比如中央网信
办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以及一些地方法规，
例如深圳市出台人工智能产业条
例，对生成式AI生成内容要符合公
序良俗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至于我们是否要像欧盟、美国
一样出台专门的 AI 法，学界仍有
争议。

“一些专家主张出台一套针对
AI 的系统性的法律文件，但也有
专家表示，AI 目前带来的一些问
题，通过现行法律就可以规制。”
冯子轩说，“比如 AI 诈骗，就可以
用刑法的诈骗罪来规制，也就是
说尽管 AI 发展迅速，我们只要在
现行法律上完善即可，不需要大
费周章地出台一部新法，耗费时
间和人力。”

“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太大、太
多，而且变化太快。很难针对它出
台一部特别详尽、包罗万象的法
律。”梁正教授说，“一部法律，不可
能将AI技术未来可能出现的应用
场景穷尽地规定。立法只能兜底，
解决基础性的问题。”

而对于还在萌芽发展阶段的
AI产业，立法也显得相当谨慎。“当
下人工智能的发展还远未达到充
分，发展前景不算明朗。如果这个
时候着急立法，可能会对产业发展
造成限制和伤害。”冯子轩说。

法律要跟上吗？

记者和电商平台卖家的对话

4月2日，在北京长青生命纪念园内，家属向逝者献花。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