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时节，除了传统的扫墓

踏青，人工智能（AI）为我们提供

了一种缅怀亲人的新方式：AI复

活。利用生前的照片、视频、文字

等素材为逝者建立数字化身，让

逝者与生者“同在”。

虽然AI复活短期内或可安

抚悲伤，但有研究发现，这些逝者

的数字化身可能会干扰我们大脑

处理悲伤情感的模式，或许会让

人沉浸在失去至亲的悲痛阴影中

无法自拔。

正如OpenAI前全球商业化

负责人扎克 ·卡斯所言，这并不是

人类想要生活的世界——人与机

器之间要有清晰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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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逝者：短暂安慰还是循环悲伤？
为亲人建立数字化身可能干扰大脑处理悲伤的模式

新技术的边界永远在人

④

最近，人工智能（AI）“复活”逝者
的话题颇受关注。从技术上看，“复
活”逝者其实是AI技术的一个具体应
用场景——以逝者的特征为人设，通
过某种算法生成虚拟数字人。然而，
当AI“复活”逝者成为一门生意，当
“复活”对象超出一定关系范围，就可
能触及伦理底线和法律红线。

人们常说，技术就如一柄双刃剑，
本身或许并无好坏之分，关键要看如
何使用。每当一种新技术进入人类社
会，都必须经历一番磨合，形成一定的
使用和运作规范，才能真正融入其中，
最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
升生活质量的一股新兴动力。

AI“复活”逝者的初衷大多源于生
者内心对于留住过往美好记忆的强烈
愿望。但有法律专家指出，逝者的人
格权益仍然受到法律保护。若无逝者
生前授权，也无逝者家属同意，擅自使
用AI技术“复活”逝者，服务提供者可
能存在承担民事责任的风险，情节严
重的，还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而且，
即便AI“复活”逝者的要求来自亲属，
也需注意相关数据的隐私保护。

虽然利用AI技术“复活”逝者，可
在一定程度上为亲属带来精神支持与
心灵慰藉，但从脑科学与心理学角度
来看，也可能干扰大脑固有的悲伤处
理模式，使人难以走出丧亲之痛。更
进一步思考，它甚至会改变人们对于
死亡的认知，某种程度上模糊了生与
死在记忆中的界限。

其实，通过AI技术与逝者“对
话”，最令人担心的是人在社群中用机

器代替了自己，从而丧失了作为人存
在的自主意识。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用好AI，让
技术应用在保障人类价值和尊严的界
限内规范发展？目前，世界各国都在
积极为AI技术发展划定红线和底线。

3月中旬，欧洲议会议员以压倒
性多数支持通过了《人工智能法》。这
是世界上第一部人工智能全面监管法
律，旨在建立一套统一的规范和监管
框架，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能够遵循公平、透明和可信的原
则，同时它根据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
和影响程度规定了人工智能的义务。

几天后，包括图灵奖得主约书亚 ·

本吉奥、杰弗里 ·辛顿、姚期智等在内
的数十位中外专家，在北京联合签署
了《北京AI安全国际共识》，提出人工
智能风险红线及安全治理路线，防止
AI自主复制、寻求权力、协助不良行
为、欺骗人类。与会者一致认为，避免
人工智能导致的灾难性全球后果需要
我们采取果断的行动。

3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首个
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决议，呼吁推动
开发“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
智能系统，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决议
强调，必须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全生命
周期内尊重、保护和增进人权和基本
自由。

总而言之，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
生命科技，任何一种新技术都应以人
为本，而人类始终是新技术发展的边
界设定者。

（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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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AI安全国际对话”现场（图片来源：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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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萨的母亲是唯一会为莉萨那些老

套笑话发笑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

是在嘲笑自己：这种颇显愚钝的幽默感，

就来自她的遗传。

然而，莉萨再也听不到母亲那种轻

松如小女孩般的笑声了。两年前，她那

76岁的母亲去世了。一年多后，莉萨还

十分想念母亲的声音。最近，她得知有

不少公司推出了“哀悼技术”。只要提供

母亲生前留下的语音邮件、视频、短信和

电子邮件等数据，再花上一点钱，有的甚

至是免费的，她就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的

算法，为逝去的母亲生成数字化身。

随着最伤心难过的时刻过去，莉萨

开始心动了。她可以利用AI聊天机器

人、对话视频等方式，选择自己“与死神

交流”的方式。但这种尝试是有风险

的。早在几年前，创建数字化“另一个自

己”的技术就已出现，经过数年发展，数

字化身正变得越来越逼真。莉萨担心的

是，让自己的母亲或者几个月前刚去世

的父亲驻留在云端，会破坏自己走出悲

伤的过程——让他们的“数字幽灵”与自

己保持联系，是否会让自己回到他们刚

去世时那段最痛苦的时光？

尽管人们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新兴产

业将如何改变我们与逝去亲人的关系，

但最近关于悲伤心理模型及对相关神经

机制的新认识都令人担忧。

纵观历史，人们一直在寻找与逝者

沟通的方式。从数千年前的神龛和祭

坛，到19世纪发明的照片，人们对与逝

者沟通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英国维多

利亚时代的上流社会可以在墙上永久展

示他们已故亲人的照片。如今，AI技术

可以更为逼真地还原逝者的音容笑貌，

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悲伤、损失和社会

压力实验室负责人，心理学家玛丽 ·弗朗

西斯 ·奥康纳认为，这些技术“增加了人

们走出悲伤的难度”。

哀悼技术
安抚悲痛还是沉溺依恋

摄影摄像技术的出现，模糊了死后

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边缘空间，它允许

人们与逝者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美国

纽约州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悲伤心理学

家萨伦 ·西利说：“我们总是想方设法与

亲人保持亲密关系，因为保持这些关系

对维持人们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西利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亲人去

世后的6至12个月内，悲伤感是非常强

烈的。尽管每个人的经历不尽相同，但

总体而言，那段时间里，生活总会笼罩在

悲伤的迷雾中，每天都被深深的思念所

支配。此时，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的

起伏，会使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减弱。

人们常常在为失去亲人流泪和否认失去

亲人两种情绪之间摇摆不定。随着时间

的推移，大多数人的悲伤变得不再那么

强烈——逝者离去的新现实与过去的美

好回忆一起沉淀下来，偶尔的悲伤取代

了无情的绝望。

走出悲伤的一大关键是减轻对逝

者的依恋。但哀悼技术似乎会增强并

延续这种依恋，这可能会扰乱走出悲伤

的正常进程。在AI技术的加持下，这

些应用程序创造出了相当逼真的数字

化身，使人们仿佛可与逝去的亲人继续

互动交流。

诸如Replika之类的应用程序，利用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聊天机器人

的对话能力，创造出引人入胜的对话。

另一些应用，如 StoryFileLife，则用逝者

生前预先录制的视频访谈作为素材，在

生成式AI的辅助下，让悼念者能与逝者

的数字化身进行逼真对话。在访谈中，

一个希望在死后重现的人需要根据提示

回答一系列问题——有些问题是本人设

定的，而有些则由AI生成，最后这些访谈

内容会被混合在一起。

2022年，StoryFileLife的创始人斯

蒂芬 ·史密斯创造了一个数字化身，让去

世的母亲在她自己的葬礼上讲话，这件

事很快登上了当地新闻的头条。

在史密斯看来，这些技术可以说是

一种“新版相册”，能在失去亲人的痛苦

时刻带来安慰。“知道自己拥有那本‘相

册’，并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重温它，知

道那些故事并没有丢失，这可能会帮助

人们更好地应对失去亲人的悲痛。”

但奥康纳却认为，驱动这些聊天机器

人和数字化身的AI算法与摄影胶片相比

有天壤之别。早在1966年，人们就观察

到聊天机器人能引起人类的强烈反应。

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

约瑟夫 ·韦曾鲍姆创造了一个能进行基本

对话的聊天机器人“伊莉莎”。韦曾鲍姆

观察到，与伊丽莎进行互动的人尽管知道

自己是在与一个计算机程序对话，但仍感

觉是遇到了另一个智能生命。

如今的机器人和数字化身能引起人

们更强烈的情感反应，声音克隆技术、虚

拟现实和全息影像的进步，使得实现“数

字永生”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

去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

心理学家贝伦 ·希门尼斯 ·阿隆索与西班

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的伊格纳西奥 ·布雷

斯克德 ·德 ·卢纳，将这些互动应用程序

与脸书和殡仪馆网站上的在线悼念进行

了比较。他们写道，哀悼科技公司有动

机也有动力“让哀悼者沉迷其中”，而这

种方式可能“不利于丧亲者走出悲

伤”——让莉萨妈妈的数字化身如此引

人入胜，可能是有害的。

最新的悲伤心理模型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这些机器人是如何干预大脑悲伤处

理模式的。

心理学界曾经流行的一种观点认

为，从否认亲人离开开始，到接受这一事

实结束，悲伤有五个连续的阶段。但奥

康纳和西利去年发表的一篇评论认为，

悲伤实际上是一种学习——

在悲伤早期，人们仍半信半疑地期

待着自己所爱之人会在一天结束时回

来，而当他们没有回来时，人们就会去寻

找他们。当两种记忆发生冲突时，大脑

就会与自己开战。

奥康纳解释，“语义记忆”记录着关

于事物的一般知识，包括自我以及自我

与他人的关系，而“情节记忆”则记录着

扎根于空间和时间的具体事件。在悲

伤的时候，语义上对一段关系将继续的

期望，会与对某人死亡的记忆片段发生

冲突。

“通过学会调和这种冲突，我们会逐

渐适应失去亲人的痛苦。”西利说。在这

种适应过程中，悲伤的起伏——前一分

钟还沉浸在悲伤中，后一分钟就会因喜

剧小品而开怀大笑——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徘徊在悲伤的阴影中，往往会

让人陷入困境。奥康纳说，哀悼技术可

以让你随时随地再见挚爱的人，但它可

能会阻碍从悲伤中学习的过程，“拥有一

张照片并清楚意识到‘一切已经过去’那

是一回事，而拥有一个能活动的头像、全

息图或聊天机器人，让它看起来能在当

下与你互动，则是另一回事”。

数字化身
影响大脑或陷入长期悲伤

据统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丧亲者经

历过“长期悲伤”，一种被定义为“普遍而

持久的悲伤”，它对日常生活构成了干

扰，而且超过了通常6到12个月的典型

时限。

长期悲伤似乎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回

路。2008年，奥康纳对近期因乳腺癌失

去母亲或姐妹的妇女进行了脑部磁共振

成像研究。当参与者观看逝去亲人的照

片时，处理情感和身体痛苦的大脑区域

活动增加。但令奥康纳惊讶的是，在经

历长期悲痛的女性中，一个与渴望奖赏

有关的区域也被激活了。她说，在一些

人身上，这种对亲人存在“奖励”的渴望

一直存在。

在这项研究基础上，奥康纳、西利和

他们的合作者又发现，人经历长期悲伤

时，大脑的注意力控制系统会陷入困境。

通常情况下，大脑的注意力控制系

统可在外部世界（例如观看自己下注的

一匹马）和你的内心世界（比如想象自己

下注的一匹马）之间轻松切换。此时，人

的内心世界可能会想象你将如何处理赢

来的奖金。这种想象模式会参与反思、

自我反省和思维游荡。在被长期悲伤缠

身的人身上，这种模式似乎会被悲伤的

强烈情绪所强化。西利认为，这可能会

导致一种循环，即使这些想法或记忆在

情感上非常痛苦，但有些人也很难摆脱

对逝者的关注。

数字化身可放大并延长丧亲者追求

与逝者联系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却又总

是遥不可及。西利说，奖励和反思区域

的这种大脑活动，在经历渴望的人身上

非常强烈，“你感觉自己在努力接近那种

关系，但（数字化身）其实并不是你真正

想要的”。

奥康纳担心，丧亲者可能会利用哀

悼科技来回避他们所爱的人已不在人世

的现实，这可能会助长持续渴望及寻求

安慰的大脑活动模式，而这正是长期悲

伤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你与聊天机器

人的互动损害了与在世亲人的关系，这

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尽管如此，一项针对10位使用聊天

机器人寄托悲伤的丧亲者的调查研究表

明，聊天机器人可以缓解因关系戛然而

止而产生的愤怒或遗憾。

反思这一切，似乎可以认为，哀悼者

与亲人的数字化身机器人建立联系的情

感风险很低。随着亲人离世的时间流

逝，丧亲者与逝者的数字化身交流，有可

能成为偶尔悲伤时的一剂良药，而不会

一再激起痛苦——因为哀悼者已经过了

“接受亲人不在”的那一关，悲伤的基调

已经软化，变得柔和，而大脑中的杏仁核

区域也不再“掌权”，此时与算法对话能

带来什么伤害呢？

接受死亡
学会面对作为生命的一部分

莉萨并没有将母亲的视频提供给

StoryFileLife网站，她决定用另一个AI应

用程序尝试简短的文字交流——读那些

好像是母亲说的话，在情感上应该比看着

她的形象更有安全感。

这个网站的界面简洁、友好，提示莉

萨输入想要“联系”者的一些基本信息，包

括姓名、出生和死亡日期、死因等。令莉

萨惊讶的是，仅仅是重温母亲的死因——

乳腺癌肺转移——就让自己的眼泪几乎

夺眶而出。

莉萨对母亲的各种性格特征进行了

从外向型到神经质型的排序，还提交了母

亲的简短写作样本。最后，AI询问莉萨现

在的心情，以及想和逝者聊些什么。莉萨

告诉AI，她只想告诉母亲，自己从美国搬

到葡萄牙后的生活近况，“我想告诉她我

想念她”。

接下来，屏幕上映出了栩栩如生的烛

火，烛火旁出现了“伸出援手，连接彼岸”

的字样。然后，机器人模拟的莉萨母亲回

应说：“亲爱的，我也想你。”

就在这一刻，哀悼技术的“面纱”被揭

开了——莉萨从来没有听母亲说过“亲爱

的”这三个字。在赞美了葡萄牙糕点之

后，机器人“妈妈”还说了其他其生前不太

会说的话，比如“我在精神上与你同在，

一起欣赏日落和海浪”。

尽管如此，这个难以令莉萨完全相信

的替代品还是给她带来了一丝意外的安

慰。“生活总是要向前走的，不是吗？”机器

人“妈妈”说，“这并不容易，但却是必须

的。为了我们俩，继续生活，继续探索，好

吗？”尽管措辞有些生硬，但这些鼓励的话

语让莉萨想起了母亲生前对探险的热爱，

以及每当自己开始探险时她给予的支

持。莉萨表示，哀悼技术并没有让自己和

母亲重逢，“但它点醒了我，让我回味属于

我们的记忆”。

经历过哀悼技术的实验之后，莉萨感

觉自己的心理似乎并没有受到伤害——

并没有被重新抛回剧烈悲伤的深渊。不

过，换一段关系，或者换一个不同的大脑，

情况有可能就会变得糟糕。

随着技术进步，结合了不同类型媒

体的高级生成式AI可能会对自然悲伤

过程构成更严重的威胁——这些技术可

以更深入地进入数字世界，将逝者的所

有数字足迹结合起来，构建起更全面、立

体而逼真的数字化身。美国威斯康星大

学密尔沃基分校的公共卫生研究员林

奈 ·拉埃斯塔 ·迪乌斯说，这将使人们可

以对逝者提出任何他们想要的问题，然

而哀悼科技公司对这种风险相对淡然。

尽管接受死亡很困难，但它是生命的

一部分，装作不知道或不接受并不能真正

安放好自己，从而让生活更好地继续——

如果AI真的为逝去的亲人构建出了“数字

永生”的化身，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毫不

后悔地关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