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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劉德華飾演的

圖恒宇試圖用數字

生命「復活」女兒

丫丫。通過人工智能（AI）技術，在虛擬空間中模擬逝者形

象、聲音乃至行為，為用戶提供與逝者「再見面」的體

驗，AI「復活」走入現實世界的步伐比人們預想的更

快，巨大的爭議漩渦隨之湧動。在追求技術創新的

同時，法律和倫理的底線和邊界何在？香港文

匯報記者從需求端、供應端、公眾端等

多角度入手，探討這項新技術帶來

的啟示與挑戰。

「我是做遊戲行業出身的，曾參與手遊《保衛蘿
蔔》的製作，也做過幾年虛擬現實相關的創

業，2020年轉向AI技術的研發。」作為一位年輕的90
後，張澤偉說他此前從未想過會做與逝者相關的業
務。「接觸這個領域確實是因為機緣巧合。」張澤偉
回憶道，兩年前有一位朋友找來，想請他用AI技術
「復活」已故的父親，以此來安慰被瞞在鼓裏的奶奶。

為600多人定製已故親友影像
「當時是我第一次接到這種需求，內心其實很掙扎。」
張澤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就技術層面來說，只要有本
人的視頻影像，利用AI讓其「重生」並不難，「但我不知道
這樣做到底對不對」。經不住朋友的苦苦哀求，張澤偉還是滿
足了他的願望，利用AI技術還原了他已故的父親，並與奶奶
「打了個視頻電話」。「看到老人家欣慰的神情，我突然感受到
了做這件事的意義。」
自幫助朋友「復活」親人後，張澤偉逐漸將團隊業務轉向了AI
「復活」領域。「從業以來，我接到了過千份委託，為600多人定製
了已故的親友影像。」張澤偉感慨道，在這短短的一年多裏，他體會
到了幾輩子的人間疾苦。「有雙胞胎母親突然離世，父親找我們定
製『母親』陪伴孩子成長的；有失獨父母定製已故孩子的數字人形
象，緩解思念之情的。」

重見父親 慢慢走出抑鬱
最令張澤偉印象深刻的一個案例，是有個小女孩，因為父親意外離

世而陷入抑鬱的情緒，成天一個人躲起來誰也不見。「她的母親找到我
們，希望能定製父親的數字人形象，陪孩子說說話，讓她知道，雖然父親
的肉身離開了，但他的精神會一直陪在她身邊。」經過近一個月的溝通調
整，團隊成功「復活」了小女孩的父親，而她也慢慢從抑鬱中走了出來。
「像這樣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可以說，我們接的每一個訂單的背後，
都有一個或悲傷或感人的故事。」張澤偉坦言，剛開始做這件事時，其實
有非常多的共情因素在裏面。「但是做多了以後，實話實說，你的感性情
緒會變得越來越弱。後面其實整個人也就麻木了，反而會變得理性，去思
考這件事背後的意義。」

數字永生 彌補未盡遺憾
目前，張澤偉將團隊的主要業務分為三塊：AI療愈、數字遺照（基於AI技術製
作的真人數字照片，除了克隆相關人物的形象和聲音，底層搭載大語言模型，
可進行實時交流），以及3D超寫實數字人（在數字遺像的基礎上，以3D全息艙的
形式呈現）。「第一塊業務已經比較成熟了，其他兩塊還在內測階段。」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我們的AI療愈團隊做了600多單，每單收費
5,000-10,000元不等，平均一周時間可以完成。」在張澤偉看來，AI數字人
的核心，是解決「陪伴問題」。「比起『AI復活』，我更願意將其稱為『數字永
生』——在技術的輔助下，我們普通人是不是也可以為這個世界留下點什麼，證明
自己來過；亦或是給自己的後代留下點什麼，陪伴他們未來的成長。」
「『數字永生』的目的是為了『數字陪伴』，而陪伴是人類的永恒需求。」張澤
偉坦言，無論是通過AI「復活」女兒的台灣音樂人包小柏，還是自己的一些客戶，
人們所追尋的其實就是一種心理慰藉。「因此，我在創建業務初期，提的便是『AI
療愈』——當逝者離開以後，留下來的人才是最孤獨的，而我們可以為他提供逝者
的數字人形象，療愈其內心的傷痛、彌補未盡的遺憾。」

「爸爸身體不太好，很想再見逝去的爺爺一面，但只有一張

發黃的照片，可以嗎？」「我的孩子因病去世了，但我很想她，

能用AI技術讓她『重生』麼？」「我是一名漸凍症患者，想用剩

下的時間給孩子做一個數字人，陪伴她長大」……每天打開自己的

社交平台賬號，張澤偉都會收到全國各地網友的留言和私信。面對

各式各樣的提問，他大多會發回四個字：讓我試試。

只要擁有逝者生前的視頻、音頻數據，就可以用AI技術復原

他的形象和聲音，讓逝者再現於親人眼前。張澤偉的團隊正在

做這樣一個名為「AI療愈」的工作：用先進的AI技術合成人

物的真實形象和聲音，再由團隊中的心理諮詢師在幕後「扮

演」這一形象，用該人物的身份與客戶交流。每個人都可

以用AI創造一個「數字分身」，用這種形式留存在親人

身邊。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作為生成式AI技術落地應用的一個細分領域，
正在嘗試提供AI「復活」逝者服務的，有像張澤
偉這樣的初創團隊，也有頭部企業。3月1日，在
一年一度的商湯年會上，商湯創始人湯曉鷗以數
字人的形象現身，用慣用的幽默語調講起了熱門
段子。而彼時，距離湯曉鷗離世已經過去了兩個
多月—2023年12月16日，商湯發布訃告稱，商
湯科技創始人湯曉鷗因病去世，享年55歲。
生前，在年會上講一段脫口秀，是湯曉鷗的保
留節目。因此，讓湯曉鷗以數字人的形象在年會
上重現，是商湯的一次集體共同決策。「商湯科
技在數字人領域已有了一定的技術積累。」商湯
科技數字空間事業群數字文娛事業部總經理欒青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商湯，不只是湯曉鷗，
所有高管都有自己的「數字分身」，常常用於一
些他們無法親自出席的場合。
不過，「數字分身」並不是簡單地將一個人
「複製黏貼」到虛擬世界中，而是通過複雜的算
法、數據以及深度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
模擬出人的外貌、聲音、動作甚至是思維模式，
從而創建出一個高度逼真的數字人。「例如湯老
師作為東北人，常常在說話中加入『是吧』這樣
的語氣助詞。AI通過深度學習原始語音素材
後，自動生成了他慣用的語調，最終呈現得非常
自然。」
除了大模型語音生成技術外，在湯曉鷗數字人

的年會登場中，
還使用了許多公
司正在研發的新
技術，包括細節
捕捉、場景的自
然過渡等等。
「湯老師始終堅
持 『 中 國 原
創』，尤其是基
礎技術的突破。」在欒青看來，這場跨越時空的
重逢，是AI，也是愛。「代表着商湯科技對湯
老師卓越貢獻的深深緬懷，也是對其留下的AI
技術的傳承與延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市場上對於數字人的主
要需求，來自直播、視頻製作等娛樂產業以及醫療、教
育、金融保險等行業。湯曉鷗年會視頻登上微博熱搜後，
欒青團隊接到企業客戶和個人類似親人「數字分身」的訴
求更多了。「商湯對於『逝者數字人』持觀望態度，並沒
有非常積極地去推進。」欒青坦言，用AI「復活」逝者
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倫理道德問題。
「在推廣和應用數字人技術時，必須建立嚴格的倫
理準則和監管機制，包括使用範圍、保護個人隱私、
尊重死者和家屬的意願等等。」此前，在中國信通院
研究機構牽頭下，商湯等多家AI公司共同制定了「可
信虛擬人生成內容管理系統技術要求」的標準，其中
最關鍵的一步，便是「需要得到家人或者被當事人授
權」。

目前尚未有行業標準
對此，張澤偉也表示認同。「以我們目前所接到的
委託為例，完成和未達成的比例大概是3：2。」張澤
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無法提供服務的原因有許多
種——委託人提供的素材過少、被「復活」者家中有
人反對、費用上不能達成一致，以及委託人無法說清
用途等等。「技術是把雙刃劍，可以幫助失去至親的
人，也可能被壞人利用，防不勝防。」
「由於目前沒有行業標準，也沒有相應的法律法
規，所以我們只能在不違反倫理道德的基礎上，為對
方提供服務。」張澤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提供
服務前，團隊會與委託方簽訂一份協議，約定對方不
能將影像用於違法的事情，「否則我們就會立即報
警」。不過，張澤偉也坦言，對於AI影像真正的用
途，團隊並沒有手段進行監管，只能盡力去約束。

網友「憨爸」是一位硅谷工程師，一

年前，在他遠赴美國一個月後，收到了

外公去世的消息。「記得我離開前，特

地去揚州看望了外公，當時他的身體已

經很虛弱了，正躺在床上昏睡。」看見外公睡得那麼

香，憨爸沒有喊醒老人家，而是輕輕地在他耳邊告

別。「當時我在他的耳邊喊，公公，你好好休息，我

下次再來看你。沒想到，這竟是我倆的最後一面。」

在美國，憨爸日常的工作便是與人工智能打交道，

他很快被一則新聞吸引——韓國的MBC團隊利用VR

技術，為一位女兒離世的母親創建了人工智能場景，

讓她能在虛擬世界與女兒再次重逢。「當那位母親觸

摸着女兒的影像、呼喚着她的名字時，我的眼淚忍不

住落了下來……」在這則新聞的觸動下，憨爸決定運

用AI技術，與外公「重逢」。

邊哭邊復原 兌現昔日承諾
由於外公患有嚴重的阿爾茨海默氏症，常常出現神

志不清的狀況，為此憨爸花了很長的時間去尋找他的

生前影像。「我先用了一款 AI 工具生成精修的藝術

照。」憨爸在網絡上分享了AI「復活」外公的過程，

「第二步，我需要讓外公能說話。這裏我用的工具是

『D-ID』，它能自動根據我提供的照片，生成人說話

的樣子。」在「會說話」的外公的基礎上，憨爸創作

了與其對話的腳本，一位栩栩如生的外公便在虛擬世

界被「復活」了。為了實現一問一答的對話效果，憨

爸還利用一款視頻編輯工具，把屏幕做了分屏，這樣

看起來就像彼此在打視頻電話一樣。

「我是一邊哭，一邊把它做完的。到最後展現效

果時，我也是一直在流淚。」憨爸頗有些不好意思

地說，他老婆後來都有些看不下去了，說「你一個

大男人，都哭了一整周了……」「我狠狠抹了一把

眼淚，告訴她，這是高興的淚水——因為我終於親

手『復活』了外公，實現了『下次再來看你』的承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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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複製黏貼」飽含愛與緬懷

◆張澤偉現場展示如何使用AI「克隆」自己，製作
「數字分身」。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網友「憨爸」使用AI技術「復活」外公，還原了外公的真實形象和
聲音，實現了「下次再來看你」的承諾。 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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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澤偉團隊成員的張澤偉團隊成員的
女兒果果與爺爺的女兒果果與爺爺的
「「數字分身數字分身」」進行交進行交
流流。。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張澤偉團隊成員為在世的爺
爺採集視頻，用於製作「數字
分身」。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 已故的商湯科技創始人湯已故的商湯科技創始人湯
曉鷗以數字人的形象現身商曉鷗以數字人的形象現身商
湯年會湯年會。。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