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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流浪地球2》中，科学家
图恒宇借量子计算机之力，“复活”
了因车祸去世的女儿丫丫，使她的
生命在数字空间中得以存续。如
今，“数字复活”已然照进了现实。
AI技术基于对历史影像与声纹的分
析，可以生成与逝者近似的数字人，
模仿其生前的形象、话语甚至行为，
达成逝者“复活”的效果。1月19日，
台湾知名音乐人包小柏在个人社交
平台分享了AI生成的逝去女儿的视
频，并写道：“亲爱的 Feli，欢迎从数
位世界回来！”与此同时，李玟、高以
翔、乔任梁等等已故艺人也纷纷“重
现于世”。AI“复活”亲人在交易平
台上成为一种可供售卖的商品，明
码标价9.9元。

大众为包小柏的思女之心动
容，却又对粉丝随意“复活”明星并
加以传播的行为感到不适。李玟的

母亲委托律师声明称，“AI 复活李
玟”系列短视频涉嫌侵权，要求下
架。乔任梁的父亲更是明确表示不
能接受，“他们未征求我们同意，这
是在揭伤疤。”

AI“复活”技术为何在风靡一时
后又饱受争议？人们又该如何与这
项技术共处呢？

AI“复活”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
规模的讨论，在于它触达了网友们
追忆逝者的共同情绪。当“人死不
能复生”的宽解失效，以数字人形象

“重新诞生”的逝者成为一种具象化
的、可被感知的存在。尽管定制训
练所用的算力、数据不一，生成效果
也存在失真与不准确，但数字仿生
人的生成与互动已然能让屏幕另一
端的生者感到触动与慰藉。对他们
而言，生与死的界限在面对数字人
时逐渐模糊，“复活”后的亲人成为
感情倾泻的出口与慰藉。

然而，若AI技术被用于随意“复
活”明星，便涉及到一系列侵权与伦
理问题。《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

管理规定》明确要求，深度合成技术
服务提供者在提供人脸、人声等生
物识别信息编辑功能时，应提示使
用者告知被编辑的个人，并取得其
单独同意。我国《民法典》第 994 条
同样规定，若死者的肖像等受到侵
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
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
在未征得逝者本人与其家属的同意
就进行 AI“复活”的行为都属于侵
权。更毋庸提，擅自用AI技术“复活
他人”，不仅有消费与剥削逝者之
嫌，更是对其家属的二次伤害。

如今，“AI 复活”产业所涵盖的
服务正在迅速外延。活跃在各大平
台的 AI 复活博主给自己冠以“情感
疗愈者”与“造梦者”的头衔，以过世
艺人的“复活”为噱头，煞有介事地
讨论爱、技术与死亡，最终指向付费
疗愈，有偿加盟。

死亡是一个慎重的命题，爱也
是。包小柏“复活”女儿时的全网动
容余温尚在。即便算法与技术能够
模拟逝者的形象，却无法还原他们

生前与亲属、朋友们的真实互动与
情感连接。因此对于生者来说，鲜
活生动的记忆与冰冷的仿真建模相
比才更为弥足珍贵。

与此同时，当死者可以被“复
生”，“数字永生”实现的可能性重
又被提及。自然生命永久数字化
后是否还具有独立人格？数字生
命是否将代替人类的部分社会职
能？失控的数字生命又是否会引
发伦理恐慌，乃至威胁社会正常
运转？这些随之涌现的新问题都
亟待讨论。

人工智能技术自诞生之始至
今，一直存在着未被界定与监管的
隐忧。侵权之实、伦理之争、商业化
之势……诸多尚未厘清的问题错综
交织，折射出法律的滞后性。

作为工具的使用者，操纵 AI 人
类应当反思与警醒。不论是“复活”
还是“延续”，都需在法律、伦理所容
的范围内进行。借助技术弥合情感
创伤、存续数据生命之余，务必守住
边界，不要滑向盲目、无序的深渊。

如何与AI“复活”的亲人共处？
薛柯

据 2024 年 03 月
31日央视新闻客户端
报道，2023年度个人
所得税年度汇算办理
时间为2024年 3月1

日至6月30日。“你的个人所得税申报
了吗？”“退了多少税？”成为近期热门话
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反诈专班发现，一
些仿冒的“个人所得税”App悄然出现，
专家提醒，在手机上进行个税申报的时
候要警惕“李鬼”。 （作者：王铎）

仿冒个税App诈骗套路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今年
的主题是“健康睡眠，人人同享”，旨
在引导民众认识健康睡眠的重要
性，鼓励积极采取措施来改善睡眠
质量，共同创建一个有利于健康睡
眠的社会环境。

（3月22日《安庆晚报》）
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

中度过，然而当下却有越来越多的
人睡眠“不及格”，睡不着、睡不好、
睡不够呈现出低龄化发展的趋势。

睡眠障碍不可小觑，除了要找
准病因“对症下药”外，还要创造一
个好的睡眠环境。这个问题，不妨
化为三重现实的反思：一者，当下生
活节奏太快、精神压力过大。譬如，
为保住“饭碗”，许多劳动者不得不
超负荷“拼命”工作，长期处于一种
紧张、压抑甚至焦虑的状态，不可避

免地就会影响到睡眠质量；学生课
业负担过重、升学压力过大，面对做
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兴趣班，哪有
充裕的时间来保证睡眠？二者，现
代信息社会里，玩游戏、刷微博、发
微信、点QQ的不仅仅只是成年人，
青少年中的“低头族”也随处可见，
许多人沦为“屏奴”而搞乱“生物
钟”，让正常的睡眠时间变得更加
稀少；三者，各种噪声此起彼伏，白
天是震耳欲聋的音乐，晚上是机器
轰鸣的施工，置于如此喧嚣的环境
之下，“好好睡一觉”怎会不成为一
种奢侈品？

提升公众的“睡眠指数”，说到
底是在提升城市幸福指数。当下而
言，不仅要通过制度保障和公共责
任兜底，不断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
态，全面落实“减负”和降噪等措施，

让拥有高质量睡眠的“隐性红利”惠
及到每个人，还应倡导友爱互助的
文明风尚，构建和谐友善的人际关
系，在充满关爱和宽容的社会氛围
中，让人们都有充裕的时间和平和
的心态来安然入睡。除此之外，还
应多听听不同阶层人员的“牢骚”和
埋怨，开设心理辅导课堂，构建心理
关怀体系，及时为公众送上“心灵鸡
汤”……这些功夫做到位，远离“睡
的烦恼”并非是个无解的难题。

今年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中
国主题为“健康睡眠，人人同享”，
要让美梦成真，我们可做与要做
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只要多方
携手，补齐公共关怀的“短板”，加
快构建高质量睡眠的“社会共治”
格局，就能让“春眠不觉晓”真正成
为每个人最惬意生活形式。

高质量睡眠是一种“隐性红利”
徐剑锋

记者从市水利部门获悉，2024
年度全市水旱灾害防御汛前检查已
结束，共排查各类隐患28个，具体
涉及预案类隐患1个、水库类隐患
12个、河道堤防类隐患4个、在建
工程类隐患7个、闸站类隐患1个
和其他类3个，目前各类隐患正在
积极整改中。

（《安庆晚报》3月26日）
从时间节点上来讲，汛期即将

来临，隐患整改时间紧，任务重。因
此，要做好整体性的统筹安排，更要
组织力量对难点问题进行攻克。同
时要有紧迫感，对问题处理进度进
行工期倒排，以此倒逼问题得到及
时处理。

要做好这些，责任心是关键。
汛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重大，它关
系着百姓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危
与稳定。因此在抓落实上，相关的
问责要跟上，以严明的纪律与制度
确保隐患得到百分百处理。

汛前隐患处理无小事。整治隐
患既要做好前期整改，严格验收，
还要进行必要的“回头看”，对问
题进行重新梳理，对质量进行科学
评估，尽可能地把工作做得细致
些、扎实些，以细密的工作织牢防
汛安全网。

28 处隐患能否在规定时间内
整改销号，销号后质量能否有保证，
对相关部门的工作能力与管理水平
是一次考验。我们期盼着相关部门
能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强力一体推
进问题落实，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堵
住漏洞，确保汛期安全与稳定。

消除隐患为安全

度汛奠定坚实基础
未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