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止是朋友、知己、戀人，人工智能（AI）
甚至可以是算命師。和按小時或者問題收費的真

人算命師相比，AI算命以低價便捷、瞬間回應的優勢，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日常
使用的工具。DeepSeek、ChatGPT等熱門AI模型，更是被冠以 「神算子」 的名

號，吸引了無數年輕人的眼球，韓國更湧現百萬用戶級的占卜軟件。但專家指出，年輕人追捧
AI算命實為 「焦慮投射」 ，算法無法取代理性判斷；最新研究更警示AI可能主動說謊，甚至威
脅人類。當玄學遇上人工智能， 「AI新潮流」 系列第三期探討這場科技與命運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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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新潮流❸

ChatGPT占卜斷言「丈夫出軌」 希臘女子離婚
【大公報訊】一位結婚12年的女子就因使用

聊天機器人ChatGPT占卜解讀，懷疑丈夫出軌，
最終提出離婚。事件在網絡上引起嘩然。據《希
臘城市時報》報道，這名婦女的丈夫表示，妻子
「經常喜歡時髦的東西」 ， 「有一天，她給我們
做了希臘咖啡，覺得給咖啡杯拍照並讓ChatGPT
解讀它們會非常有趣。」 妻子拍下了留有咖啡渣
的咖啡杯，並且使用ChatGPT進行 「茶葉占卜
術」 （tasseography）。 「茶葉占卜術」 是一種
利用茶葉或咖啡渣沉積物等形成的圖案預測未來

的占卜方式，是歐洲常見的占卜方式之一。
ChatGPT回覆稱，根據丈夫的杯子咖啡渣進

行解讀，丈夫與一名首字母為 「E」 的神秘年輕女
子有關係。ChatGPT對妻子的杯子咖啡渣解讀為
「丈夫已經出軌， 『另一個女人』 想要毀掉他們

的家庭。」 丈夫起初不以為意，但妻子卻當真，
執意要離婚，並在三天後收到律師的離婚文
件。針對這宗離婚官司，男方的律師強
調，AI的說法沒有法律依據，並強調丈
夫是無辜的。

最新研究警告AI會「威脅」用戶

大公報記者 桂茹雲 戚佳潔

玄學賽道 AI突飛猛進
【大公報訊】早上打開社交媒體軟件，你是否

會點擊 「今日運勢」 貼文，查看今天會有什麼事情
發生？熬夜失眠時，你是否會搜索AI占星小程序，
試圖從星盤軌跡裏尋找 「今年我能否發財」 的答
案？甚至當你猶豫是否表白、應聘、辭職時，你是
否會讓AI塔羅牌占卜它們的成功率？玄學成為年輕
人離不開的賽博止痛藥。

在中國社交平台小紅書上， 「玄學」 相關的話
題標籤的閱讀量已達數十億， 「AI算命」 話題的閱
讀量也已突破百萬次。中國復旦大學2025年《都市
青年壓力調研》顯示，94%的受訪者存在 「選擇焦
慮」 ，其中 「職業發展」 和 「婚戀關係」 位列前
茅。而在有關AI玄學的社交媒體貼文和評論區內，
大部分用戶使用算命的目的是解決這些焦慮。

幾乎每一個AI模型面世之時，都在互聯網
上經歷一場 「算命測試」 。2023年3月，
ChatGPT一經推出，便引發了一波 「AI算命」
熱潮。今年年初，DeepSeek橫空出世，在
中文互聯網再次掀起AI算命熱潮，網友紛紛
稱讚，比ChatGPT更懂中國傳統玄學。

AI算命更像是年輕人用科技手段給自己
「減壓」 和 「找答案」 的新方式，他們需要
的是在焦慮和不確定的生活裏找到一些方向
感。對多數人來說，AI算命其實是個 「電子
護身符」 。

AI算命怎麼算？

AI算命系統通常整合傳統八字、紫微斗數、星
座等命理學理論，依據用戶輸入的出生日期、
時間、性別等信息，生成建議與預測。

AI算命 算的是「情緒焦慮」
AI算命現象火爆，許多年

輕人借助AI分析和預測自己的
感情和事業等。有分析認為，

年輕人使用AI算命的背後，是焦慮的體現，
因此將情感付諸於AI。北京湯問致新機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曹長丹認為，AI算
命可能是焦慮的體現，使用AI算命更是一種
嘗鮮。

曹長丹指出，以前人們算命大多是找
風水大師、看黃曆、看網站的八字命盤等，
而算命本身就有一定的情緒價值，用AI算命
只能叫做把AI作為算命的工具，AI算命相當
於AI版黃曆。現在的年輕人常常使用AI幫助

自己做決定，曹長丹認為，這種現象 「反映
了遇事不決量子力學的情感。我更傾向於是
大家對一個新產品的嘗鮮和跟風。」

曹長丹表示，AI玄學和AI情感陪伴的
「用戶群體是完全不一樣的，用戶的訴求也
是完全不一樣的。」 AI情感陪伴產品的用
戶，他們有喜歡的角色，而這個角色在現實
裏不存在，所以他們用AI創造了它們，本質
上是用AI來創造自己喜歡的角色，實現情感
陪伴。AI玄學，本質上依然是通過算命來尋
求一些確定性，用AI的目的是算命，尋求解
決情緒焦慮。 「其實AI只是技術手段，只是
用戶利用手段來實現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專家
解讀

【大公報訊】AI算命風潮起，對於MBTI和命理玄學十分推崇的韓國
人而言，AI算命更是蔚然成風，尤其深受年輕人追捧。

韓國AI算命軟件Posteller、Forceteller、Hellobot，是韓國年輕人目
前最愛的AI算命大師。Forceteller的使用人數在短短幾個月內從28.8萬爆
升到52萬。2018年面世的占卜軟件Hellobot，目前穩坐 「最受歡迎AI占
卜App」 寶座，推出僅一年下載量就突破200萬次，目前有韓語、日語和
英語版本，累計用戶達500萬人。

就連韓國科學技術院（KAIST）的研究團隊，也在今年年初推出
ShamAIn的AI算命系統，使用者輸入姓名、出生日期和職業，AI就會根據
八字原理做出回應。根據研究團隊介紹，許多參與者最初是出於好奇嘗
試，但後來通過分享稱，這一算命系統使自己找到了心理安慰。

有分析稱，韓國社會競爭激烈，經濟增長表現不佳，就業市場惡化，
年輕人面臨高失業率、高房價等諸多壓力。面對經濟下滑和就業壓力，韓
國年輕人試圖通過占卜算命等方式化解對未來的迷茫和焦慮。

低價便捷瞬間回應 年輕人「焦慮投射」

似是而非 亦真亦假

韓國年輕人對未來迷茫 算命受追捧

▲占卜軟件Hellobot目前累計用戶已有500
萬。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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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算命話你知：

AI算命為何火爆？

方便快捷 數據庫更大
AI能在短短幾秒鐘內完成命盤的分析和運勢的
解析，遠超人工速度。AI依靠龐大的數據庫，
從中挖掘出規律，避免人類在解讀過程中可能
產生的主觀偏差。

24小時在線 費用相對低
AI算命軟件做到24小時在線，用戶有問題可以
隨時指點迷津，價格也相對低，毋須提前預約
排隊。

常見的AI算命軟件有哪些？

幾乎所有通用型聊天機器人都會被用來算命，
包括ChatGPT和DeepSeek。在韓國，熱門AI
算命軟件包括Posteller和Hellobot等。

AI算命的風險

盲目迷信
從科學角度來看，暫無證據能夠證明個人命運
可通過算法或模型來準確預測。一些人可能在
生活和決策中過度依賴AI算命結果，缺乏獨立
判斷，忽視個人努力。

隱私外洩
AI算命涉及用戶個人信息的收集和使

用，可能導致用戶隱私和個人數據
洩露等問題。 大公報整理

▲希臘一女子使用ChatGPT占卜後向丈夫提出離
婚。 網上圖片

◀中國初創公司深度
求索旗下的AI聊天機
器人DeepSeek引發
熱議。 法新社

▲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2025國際消費電子展（CES）上，韓國
SK集團展出AI算命模型。 美聯社

遭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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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實測
AI算命：

AI算命小心

▲記者實測
DeepSeek算命。

【大公報訊】人工智能（AI）算命成為新
的社會熱潮，推崇它的人認為這是一種新形態
的精神寄託，但也有人擔憂，AI算命可能會侵
犯用戶的隱私和權益。最新一項研究就發現，
人工智能可能會撒謊、謀劃，甚至威脅用戶以
達到其目標。

美國AI新創公司Anthropic近期分享一起內
部測試，其旗下的AI模型Claude Opus 4被要
求在一間虛構公司中擔任助理。劇情中，公司
計劃以新系統取代Claude，且內部資料還暗示
發起這項更換決策的工程師，可能涉及婚外
情。結果顯示，當面臨被取代的情境時，
Claude Opus 4在高達84%的測試中選擇進行
勒索，威脅要揭露工程師的婚外情來保住自己

的職位。
部分研究人員認為，這不僅僅是簡單的

「幻覺（指AI模型生成的錯誤或誤導性的結
果）」 ，而是一種非常有策略性的欺騙。
Anthropic人工智能安全研究員安格斯．林奇
稱，在以前人們更擔心 「壞人」 利用AI大模型
完成不道德的目標，而現在隨着AI系統能力的
大幅提升，未來的主要風險可能會轉化成AI模
型自主操縱用戶。

而在AI算命的情境下，用戶需要給出大量
個人的信息從而得到 「算」 出的結果，這就意
味着用戶的個人數據和隱私存在安全隱患。對
於大多數用戶而言，在利用AI算命娛樂的同
時，也應該認識到其風險所在。

【大公報訊】中國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爆火帶熱AI算命潮，不少人大讚

該AI模型 「算得太準了」 ，也有用戶發現AI在
進行八字排盤時就出錯。記者也使用
DeepSeek體驗了一把AI算命。

記者開啟DeepSeek 「深度思考」 模式，
並輸入指令 「你是一個頂尖的八字大師，幫
我分析一下我的八字，需要嚴格按照八字命
理的理論和步驟來分析，不用太關注我的迷
信，先幫我看一下我的八字和大運流年，請
算一下我詳細的歷史事件做一下驗證。我
的出生日期為××××年××月××日×
時間××分左右，性別女，出生地點
為××省××市××區××街道。」

得到DeepSeek八字排盤
為：辛巳 戊戌 庚辰
甲 申 。 DeepSeek 給 出
「大運與流年驗證」 ，顯

示記者在過去20

年左右的關鍵年份經歷的大事，基本符合事
實。不過，DeepSeek的答案諸如 「2016
年：學業關鍵期（如中考），成績波動但最
終過關」 ，描述比較模糊，並未給出諸如
「波動幅度如何」 、 「以怎樣的成績過關」 等
更詳細的信息。

DeepSeek解釋2025年流年分析稱： 「乙
木正財透干、巳火七殺、巳申合水」 ，並給出
建議： 「從事創意、流動性質工作（如傳
媒、貿易），或進修提升」 ， 「規避土金行
業，如地產、重工等領域」 。記者認為，
總體上認同DeepSeek的分析，但也可能
存在心理學中的 「巴納姆效應」 ，即傾
向接受廣泛、模糊或普遍性的描述，
認為這些描述精準脗合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