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们做 CT，可怜又有点
好笑。 （来源：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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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先生：在市井里放风，
和小情绪握手。手持烟火以谋
生，心怀诗意以谋爱。

＠一溪微澜：当面对突发事
情的时候，我们处理情绪的速度，
就是我们处理事情的速度，不管
我们的人生中所遇之事是好与
快，都必将有益于我们。

＠三姐：每天给自己一点希
望，努力点，善良点，乐观点。如果
生活不宠你，更要自己善待自己，
生活不论好坏，每天都是限量。

＠小柏：至80后的我们。四
十岁了，不必事事都会，不必事事较
真，不必事事都成，更不必迎合谁、
成为谁。请做自己、悦自己、成就自
己。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愿
你没有被柴米油盐埋没梦想，依然
不减热爱。 （来源：新浪微博）

近期，利用AI技术“复活”已逝亲人的方式悄然兴起

我想再“见”你一面
清明节临近，又到思亲最浓时。随

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连日来，一项新
兴的生意悄然兴起——AI“复活”已逝
亲人。

所谓的AI“复活”已逝亲人，就是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已逝亲人的图片、视
频、声音等转化为虚拟形象，让家属与
已逝亲人再“见”一面。这一新奇的方
式受到追捧，有些店铺生意火爆。

■现象：有些店铺日销100多单

记者通过搜索“AI复活”发现，目前
电商平台上销售的多为“复活动画”。
这些店铺声称，“只要一张正面照片”便
能让“老照片动起来”，不仅提供破损修
复、黑白上色，还能让照片上的人物“微
笑眨眼”，服务价格则视内容而定。某
店铺的销售页面显示，“动起来不说话”
需要40元，“制作说话”需要150元，而
有些店铺的日销售量达100多单。

“这款服务是近期上线的，平时生
意不多，随着清明节的来临，生意渐渐
好了起来，这些单绝大部分是‘复活’已
逝亲人的。”店铺商家介绍。

李女士是其中的一名顾客。2016
年，她的爷爷去世时，父亲在外地没能
赶回家见最后一面，至今仍心怀遗憾。
于是，她花了50元，提供了爷爷生前的
照片和视频，一天左右就收到了商家制
作完成的视频。她说：“虽然面部表情
比较僵硬，效果也不十分逼真，但主要
是感情寄托。父亲一看到视频就哭了，
这些年来我从来没见过他哭。”

■心愿：想和已逝亲人好好告别

生者与逝者之间，告别从来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

吴文（化名）今年40岁，10年前，父
亲的突然离世让他体会到了生离死别
的痛苦，最近花了上百元购买了一项AI

“复活”已逝亲人服务。
“因为小时候的叛逆，和长大后外

出工作，和父亲一直不是很亲密。年轻
的时候，觉得时间还有很多很多，未来
很长很长。后来因为忙工作、忙交际，
总是忘了打电话给他，忘了回老家看一
看他，甚至接到他的电话还不耐烦。”

“父亲生前一直挂念着我还没有成
家，我曾经说要带他到处旅游，也没有
做到。后来我结婚的时候，就想跟他说
一声，‘爸爸，我结婚了，我也有自己的
家庭了’。”吴文说，虽然已经过去了10
年，但是时间的流逝冲淡不了离别的痛
苦，如今自己成为了父亲，对“父亲”这
一角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AI“复活”
技术让自己和父亲“重逢”，也让自己尝
试着“好好告别”，更好地生活下去。

■探讨：AI“复活”逝者，究竟行不行？

“AI‘复活’已逝亲人有利有弊。”中
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归与书院
创始人米莉认为，即便人们用AI‘复活’
的手段来缅怀，其抚慰程度也因人而
异。有的可以寄托哀思，起到一定的心
理宣泄作用，但也有可能造成过度沉湎。

她建议，与其过多地依赖科技手

段，不如在平时与亲人相处时，尝试着
改变含蓄的情绪表达方式，更加热烈地
表达情感，及时地建立情感连接，避免
出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情况。

记者注意到，AI“复活”已逝亲人成
为一个新兴市场，这些服务满足了部分
人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也带来了新
的商机。目前网络平台上已形成了相
关产业链，除了电商平台，不少网络社
交平台还出现了以此引流的视频，以及
号称“收徒”传授技术的培训班等。

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鑫告诉记
者，AI“复活”已逝亲人存在泄露个人隐私、
侵权等风险。“需要用户提供逝者的照片、
声音等音视频资料，如果商家没有采取足
够的安全措施，用户的照片和视频信息就
有可能被泄露，被用于不法目的。如果是
未经授权擅自使用AI技术‘复活’他人，表
述违背死者意愿的语句甚至是虚假的谣言
等，可能侵犯死者的名誉权益、隐私权益。”

黄鑫还提醒市民要谨防诈骗问
题，如果有不法分子利用AI技术制作
虚假视频进行诈骗，
可能会损害消费者
的权益，对用户的财
产和人身安全造成
威胁。
（来源：《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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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纶的费伍德森林：那天
晚上，大雨滂沱，一辆众泰 SR9
和一辆小米 su7 砰的一声相撞
了，但两车的车主却迟迟不敢下
车，双方都以为撞了保时捷。最
后发现真相，二人相拥而泣，相
见恨晚，遂引为知音。

＠咬一口蟹柳：当长辈的要
求确实离谱却不得不执行时，我
反复默念此咒语安慰自己，孝一
下算了。

＠风陵渡船老大：专家说，
周末既不能久坐，也不能久站，
最好换个陌生的环境休息。

那不就是坐地铁嘛，有座位
就做，没有座位就站，换乘的时
候就走路，赶不上的时候还能跑
步。陌生的环境也好解决，不坐
去公司那条线就好了。完美！

＠红糖和墨竹：从前有个公
主，她被女巫施下了毒恶的咒语

“不吃宵夜就会死”。为了维持
生命，可怜的公主只能坚持每晚
坚持吃宵夜。唯一的解开方式
是，出现一位王子，对她说出“你
好胖”三个字。可是，王子出现
后，咒语并没有能破解。王子说
的是：“傻瓜，你一点都不胖”。

（来源：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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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市场规模将达500亿元

微短剧为啥这么火？未来路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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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12月，我
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已超10亿，其中微
短剧市场规模超 300 亿元、日付费高达
6000 万元。今年市场规模预计还将大
幅增长。

虽然目前微短剧所暴露出的套路
化、低俗性等问题，但研究视听传播、媒
介社会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何天平，却从中窥见了另一种可
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如此下沉、结构还
很多元的市场基础，让我们看到微短剧
未来发展的想象空间。”

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为此消费，微
短剧又该如何出圈，未来又在何方？

■有多热？
2023年市场规模373.9亿元

微短剧有多热？正在成都举行的网
络视听大会或许可以给出最直观的答案。

三天的大会时间，至少有四场和微
短剧相关的活动，点众科技、九州文化、
麦芽传媒、抖音、快手、腾讯视频等微短
剧或长剧的头部公司、平台都举办了相
关论坛，高亚麟、王晶等导演也来到现
场，分享进军微短剧的感受。每一场和
微短剧相关的论坛都座无虚席。没有位
置，那就直接坐在地上。

3月29日下午，点众科技、九州文化、
麦芽传媒这三家微短剧赛道头部公司“掌
门人”齐聚“微短剧小程序健康发展”论
坛，就小程序微短剧的未来进行了分享。

不久前，微短剧研究平台DataEye
在《2024年微短剧买量投流数据报告》中

提到，2024年微短剧的市场规模将从
2023年的373.9亿元突飞猛进至500亿
元，预计2027年超1000亿元。“海外的
市场规模去年大概是1.7亿美元，今年超
10亿美元，明年会过30亿美元，后年会
过50亿美元。”点众科技董事长陈瑞卿在
分享中谈到，行业正在突飞猛进，为从事
这一行业的企业、平台提供了更多机会。

■为何这么热？
微短剧戳到大家的“爽感”

在何天平看来，热衷于微短剧的一
部分观众是属于“无意识”接受。

“他们有着旺盛的视频内容消费意愿，
但如今既有市场的影视剧却没有满足他们
的口味。这部分观众并不会把影视剧当作
一部文艺作品来看，而是生活的调剂，一种
娱乐休闲。”何天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
们不自觉地被刺激快感、爽感的内容所侵
占，而且侵占的程度会越来越深。

何天平指出，萌宝总裁、豪门娇妻、
龙王至尊……当前的微短剧戳到了大家
隐秘的欲望与无意识的喜好。看似微不
足道的微短剧，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一种
群体文化心理的投射，是某种社会现实
的镜像。只是它很长时间以来，被主流
话语体系所忽视了，如今通过微短剧的
下沉性，被放大，被看见。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不排除有一些
创作者，正在利用这样的社会心理刻意
炮制出某些可能更不易被察觉的“危
险”：他们或许比谁都清楚这些观念是有
问题的，但仍然自以为聪明地捕捉和拿

捏了这种心理机制。

■如何出圈？
精致仪式感和人间烟火气

那么，微短剧又该如何出圈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

秘书长、研究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媒
体联盟智库专家冷凇表示，这几年微短
剧有两类内容极易“出圈”，“一类是精致
仪式感，另一类是人间烟火气。换句话
说，自然、人文类题材成为最大亮点。”

比如《早餐中国》这类的作品，是“电子
榨菜”时代的产物，也是美食纪录片里的一
个“异类”。它没有给早餐过于华丽的滤
镜，也没给做早餐的人一个特定的设定，更
没有刻意去升华人物的每句话、每个表情，
反而给人亲切感，更具人间烟火气。

“微短剧剧情需要高度凝练，短时间
内彰显戏剧张力和矛盾冲突，营造悬念
性和悬疑感，这对编剧的要求会很高。”
冷凇说，青年受众喜爱的微短剧核心底
层逻辑是“叛逆精神”，“每一部爆款微短
剧背后必有一个‘叛逆人物’。”

香港导演王晶认为，微短剧要发展，主
要靠剧本，剧本好，才能把这种模式做下
去。在他看来，未来，微短剧需要鼓励原
创，网文改编不一定是方向，“在创作方面
能有多点年轻人去做，愿
意当编剧，把短剧的路子
打开。希望更多年轻人
或者有天赋的人能够加
入，给我们更多好作品。”

（来源：《成都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