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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节日 清明的

从焚香叩首
变为点击播放键？

AI技术于殡葬服务行业的运
用，也触发了技术、伦理与法律的
连锁“反应”。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
授张斌宁指出，人类对新技术侵
入生命领域的抗拒并非首次。“照
相机刚出现时，民间认为它会吸
走灵魂，同如今AI数字人引发的
争议如出一辙。”他认为，AI数字
人引发的争议，不过是历史的重
演，无法阻挡技术的普及和发展。

这位研究媒介伦理的学者指
出，技术对生命神圣性的冲击始
终伴随文明进程。当《流浪地球
2》中刘德华与“数字女儿”对话的
场景照进现实，一个更加尖锐的
问题浮现：若逝者皆可“永生”，生
者该如何定义缅怀的意义？

“唾手可得的虚拟便利，正在
消解死亡的不可逆性——而正是
这种不可逆，教会我们敬畏与珍
惜。”张斌宁提出自己的担忧，AI
技术日新月异背后是一种文化的
消失。

目前，“90后”“00后”对AI
数字人视频技术的接受度较高，
他们成长于短视频、社交媒体视
觉化语境中，对虚拟形象的情感
投射更为自然，视AI数字人技术
为“情感表达工具”而非亵渎。“这
代人的缅怀哀悼仪式，可能从焚
香叩首变为点击播放键。”张斌宁
分析道，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亟
需通过生命教育课程重塑青年群
体的认知，“技术应辅助，而非替
代真实情感”。

在宁波同泰嘉陵的数字化展
厅中，数字设备已经撤离。作为
中国殡葬协会科技文化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浙江省殡葬协会常务
副会长，沙力亲历了殡葬行业数
字化转型的十年挣扎。他经营的
同泰嘉陵陵园，十多年前便尝试
植入互联网祭扫、AR墓园导航，
甚至尝试数字家谱、家风故事、全
息数字人告别，但推广进度不如
预期，市场接受度不强，传统殡葬
仍是主流。

“政府缺乏配套政策，行业标
准空白，定价过于主观，这些都制
约发展。”沙力认为，AI数字人只
是作为补充手段，但无法取代线下
祭扫的仪式感，“慎终追远是文化
根脉，仍然需要物理空间的承载”。

或许，正如《寻梦环游记》所
言：“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技术或许能延缓遗忘，但生命的
重量，始终在于那些无法被量化
的真实瞬间。在数字时代，我们
仍需学会——如何纪念，如何告
别，如何让死亡继续教导我们生
存的意义。

记者 滕华 林微微
实习生 章渝婷

AI（爱）人

当缅怀哀悼，从焚香叩首转向点击播放键，这样的仪式感“变迁”，正借着AI技术应用于中国几千
年来最传统的殡葬行业。

对此，有人新奇尝试，记者亲身体验了一把用AI“复活”自己的外婆；也有人勇敢“下单”，宁波一
家殡仪服务公司推广该技术一个多月已履行8单；也有人谨慎质疑：AI技术延展了思念的维度，是否
也稀释了告别的重量……

“外婆走了。”3月24日凌晨，手机屏
幕从黑暗中亮起，母亲发来一条信息，内
容简短而沉重。89岁的外婆终究没熬过
这个春天。

当天晚上，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刷到
“AI复活逝者”的信息，抱着填补遗憾的
念头，决定尝试用技术“召回”外婆。

“复活”外婆的过程，更像一次重新走
近她的旅程。

因为技术的第一步是数据采集，技术
团队要求提供至少10张照片和1分钟音
频。在外婆家的樟木箱底，记者翻出一张
影楼写真——那是外婆此生唯一的“艺术
照”，照片上的她穿着毛呢外套，双手交
叠，一脸笑意；此外，记者还在亲属的手机
里，寻找外婆的痕迹，翻出一些外公外婆
出游时的照片。更艰难的是收集声音。
在妈妈的手机里，记者终于找到一段外婆
2022年底的影像。

记者联系了宁波当地一家处理数字
AI技术的工作人员，将文字、图片材料整
理传送后，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初次
和外婆数字人“见面”时，屏幕中的外婆说
着一口标准普通话，表情僵硬，但她开怀大
笑的动态图，瞬间击溃家人的心理防线。

技术填补了遗憾，却也篡改了记忆。
当外婆的方言被替换为普通话，当她的皱
纹被算法“磨皮”淡化，那个真实、粗糙、带
着泥土气息的外婆，似乎被封装进了一个
精致的数字外壳里。

最终，记者还是选择删除数字人视
频，但保留原始照片和视频。外婆手心的
温度、方言的腔调、劳作的老茧，那些真正
重要的东西，终究无法被代码还原。或
许，比“复活”更重要的，是学会在数字时
代如何纪念。

AI“复活”逝者的风，还是
吹到了宁波。

“是的，今年2月我们试水推
出了‘AI数字人追思’的服务，一
个多月来已经履行了8单业务。”
宁波福寿园礼仪服务有限公司业
务部副经理王庆升告诉记者，临
近清明，他们也接到了许多咨询
电话，都是来问能不能帮逝去的
亲人制作AI视频的。

回顾这几单业务，王庆升
都历历在目，印象深刻。

A先生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父亲高寿离开，在得知提供照
片、视频可以帮父亲制作AI数
字人追思视频后，他立即同意
了，并积极配合素材的收集。

追思会当日，全体默哀完
毕后，告别厅一侧的电视机里
流出温柔的旋律，A先生父亲从
青春到中年再到暮年的照片一
一闪过，他的音容笑貌出现在
视频里，并和蔼地开口道：“我
这一生洒脱自由，没留遗憾；感
谢各位亲友今日的送别，也祝
愿你们能追随自己的心意，快
乐地度过人生……”

这一幕，就这样自然地发
生，现场亲友没人流露出惊讶
之色，纷纷盯紧屏幕，认真聆听
这最后的告别。好几位至亲听
到复刻的话音响起，更是当场
掉下了眼泪。

B女士的哀思，是为自己离
世的母亲。当工作人员询问她
是否需要制作AI数字人追思视
频时，50多岁的她想了想说，要
和自己的女儿商量下。在打了
一通电话后，B女士回来说：“家
人都同意了。女儿没见到外婆
最后一面，她也希望在外婆的
告别仪式上，用AI技术‘复活’

外婆，来作最后的告别。”
追思会现场，屏幕里外婆

的画面再次出现，并且动情地
说道：“亲爱的朋友们，很开心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你们相
见，虽然我们已经分别，但请相
信，我的爱永远与你们同在
……希望你们珍惜彼此、珍惜
当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
勇敢面对、心怀感恩。我虽已
离去，但我的祝福与爱，将永远
陪伴你们……”

屏幕前，来送别的一众女眷
已哭得泣不成声，B女士和女儿
更是动容。“就好像外婆回来了
一样，说话的语气和平时一样慈
祥。特别是画面定格为她离开
的背影，慢慢远去，留给我们无
尽的思念，也慰藉了我们的心。”
结束告别后，B女士专程回来对
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

8单业务，无一差评。是不
是说，现在的AI数字人追思视
频技术已经无懈可击，效力可
以直抵人心了？

“那倒也不是，其实现在
的技术手段还是有很多可提
升空间的。”王庆生举例说，为
了复刻逝者声音，需要家属提
供逝者之前的一些录音或者
视频，说话的时长越长越便于
后期复刻，但在真正转化中，
却面临着无法原样复刻为宁
波方言的难题。

“明明是宁波人，但在‘复
活’视频里却是一口普通话，虽
说音质差不多，但总还是有些
感觉不一样。”王庆升也指出，
这个问题并非只是宁波，而是
全国各地都面临的难点。“相信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后会
越来越好起来的。”

逝者“复活”那刻，亲属们都哭了

用AI“复活”了外婆

寄思念清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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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这样一份视频，市场
是什么行情价？在王庆升提供
的一份AI数字人追思视频报价
表里，记者看到视频版本根据
静态照片数量、AI动态照片数
量、数字人告别时长、AI复刻声
音讲述生平时长的不同，从最
基础的音容版到中等的AI灵犀
版，直至最高阶的AI定制版，共
8个版本规格，售价从100多元
到2000元不等。

殡仪服务一直是比较“隐秘”
的行业，要去向客户推广AI数字
人追思这项业务，会不会遇到阻
力？王庆升想了想说：“客户的接
受度比较两极。如果是老派的宁
波人，有的会一口拒绝，有的会抱
有一种开放型的态度，说‘你们觉
得好，就听你们的吧’。如果家里
主事的人是‘80后’‘90后’，则会
简单得多，和他们一说就懂，接受
起来也更容易。”

行情价从100多元到2000元不等

A
I

制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