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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常伴

从今年1月国产AI大模型DeepSeek发布至今，

已有数月时间，AI迅速融入生活，从开始时众人啧啧

称奇看闹热，到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助手甚至“朋友”，AI能够帮助人们做的事，也从资料

查询，逐渐进入工作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人依

靠AI写小说，竟然得到了阅读网站的青睐，签下了

书约；有人依靠AI制定菜谱，结果自家私房菜爆火，

引得无数人来尝鲜；也有人用AI来编舞，几十秒出

的方案演绎出后迅速爆火，连带舞蹈队都成了新“网

红”……

AI的常伴，让人们切实享受到了科技发展带来

的红利与便利，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使用者发现，AI并

非万能，它会“卡壳”，也会出错，甚至还会“编造”，对

于这种现象，业内有一个专业的称呼——“AI幻觉”，

人们在享受AI带来高效与便利的同时，也不能对AI

无条件信任，别让可能存在的“AI幻觉”迷住了双眼。

如果说AI创作的版权仍属于争论阶段，尚需时间去
完善和规范的话，那么“AI幻觉”则已经在工作与生活中
引起了诸多不便，已经成为AI融入生活的过程中，不得
不重视，不得不防备的一个大问题。

相信不少人都遇到过这样一个场景，那就是在使用
AI辅助生成一篇文章后，乍一阅读，顿时觉得AI简直太
厉害了，整篇文章内容详尽，逻辑缜密，引用丰富，甚至在
文章末尾还有引文的出处与资料来源。这篇文章甚至比
自己手写的更加优秀，完全可以拿来直接使用了。但是
仔细再一阅读，就会发现不对劲，里面的内容不仅存在错
漏，甚至还有张冠李戴的部分，最甚者还有一些事实与案
例都属于凭空捏造的。但是这些内容因为文章的前后逻
辑排列过于紧密，内容融入过于顺滑，如果不具备过硬的
专业知识，还真的很难纠出错来。

笔者之前让 AI 写了一篇唐朝由盛转衰的散文，在
文章一开头，AI 就给出了一个极为唯美的标题——

“云鬓花颜金步摇：温庭筠笔下的盛唐残影”接下来，
AI 围绕从《菩萨蛮》看晚唐，写下了一篇 2000 多字的散
文。以“云鬓花颜金步摇”为引，整篇文章的文字极为
凄美深情，文末还附上了参考文献《唐才子传》《敦煌
变文集》等。

单看这篇文章，可属上品。放在朋友圈可获赞无数；
分享社交平台可圈粉若干；投稿报社杂志亦可能得到刊
载。不过遗憾的是，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因为

“云鬓花颜金步摇”并非温庭筠所写，而是来自白居易的
《长恨歌》。AI却硬生生地将“云鬓花颜金步摇”与温庭
筠《菩萨蛮》中的“鬓云欲度香腮雪”相混淆，编造出了这
么一篇颇有亮点的美文。

这就是典型的“AI幻觉”，人们在向AI提问后，AI依
照提问者的需求，表面上给出了逻辑缜密，文字精练，内
容丰富的答案，但整个答案全部都是由AI制造的虚假信
息，借助算法推荐形成“信息茧房”，极易形成逻辑闭环，
对使用者有极强的蒙蔽性。

“AI幻觉”在自媒体时代，很容易因为审核流程的欠
缺以及从业者专业素质的不足，让AI编造出的文章流入
公众层面，进而带来公众的认知失准。如果“AI幻觉”进
入到医疗领域、名人点评甚至是网络谣言层面，那带来的
负面影响无疑会更加被放大。

因此，在使用 AI 辅助文字生成时，一定要尽量规
避“AI 幻觉”的情况。在提问时，要优化提问方式，尽
量详细、具体，避免模糊不清的表述，让 AI 能够准确理
解问题的核心，最好能够从多角度反复提问，以获取更
加准确的回答。在得到回答后，一定要手动进行核准，
特别是对文字中的人名、事件、地点、引用等关键信
息，要有权威渠道的印证。值得注意的是，AI 生成文
字中的对话、场景是“AI 幻觉”的“重灾区”，如果没有
上下文的引用，基本可以确定是编造的故事。对于一
些存在争议的话题，如果 AI 给出了异常肯定的答复，
甚至引用所谓的名人名家的话，这也要引起高度重视，
需要反复核实。

随着 AI 在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中介入越来越深，公
众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 AI 所带来的便利与高效，
但同样 AI 也不是万能的“金钥匙”，我们常伴 AI 的同
时，也要与它一起成长与进化，这样才能够拥抱更美好
的明天。

当新事物席卷而来时，原有的生
态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原有的
规则自然也会存在监管的空白。事实
上，近期关于 AI 的话题争议不断，特
别是 AI 创作的版权问题更是争议的
焦点。

AI 创作的文学作品，能否被商业
签约？关于这一点，国内各个创作平
台其实态度不一，有鼓励也有反对。
比如番茄小说网就明确表示：“作者
利用 ChatGPT 等非自然人手段创作内
容”属于违规行为。总部位于成都的
国内著名科幻杂志《科幻世界》也在
此前明确公告：“本刊不接受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AIGC）投稿，一旦发现未
经注明的 AIGC 投稿，该作者作品将
永不录用。”众多平台已经在 AI 创作
上给出了自己的态度，也制定了相关
的规定，意在保护文学创作的纯粹性
与多样性，但实际上，AI 创作已经成
为当下文学创作绕不开的一个节点。

AI 创作里的“AI 味”，此前饱受读
者的诟病，所谓“AI 味”是指文学作品
中，语言过于工整，感情过于平淡，构
架过于机械，“不鲜活”和“缺乏人性
温度”。这种文字风格过于工整，缺
乏情感共鸣。不过随着 AI 技术的发

展 ，“AI 味 ”也 越 来 越 淡 ，特 别 是 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 AI 大模型上线后，
普通人已经很难一眼分辨出“AI”与

“非 AI”的区别。换言之，如果写作者
给出一些关键的提示词，再手动润色
AI 生成的文字，同样能够引起读者的
共鸣与认同，很难判断出这些文字是
不是 AI 写的。

针对这种情况，不少阅读平台引
入了软件来检测文字中的“AI 味”，虽
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可误判也不
在少数，比如近期就有不少网文作者
吐槽朱雀检测把自己纯手写的文字，
定义为“AI 生成”。

在文字之外，AI 生成图片与视频
是否拥有版权也是争论的焦点。今年
3 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宣判全国首例
AI 生成图片著作权案：摄影师李某用
AI 工具创作的《雪域神山》被某杂志
擅自使用，法院认定其享有著作权，
判决获赔 40 万元。此案一出，在艺术
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用 AI
画 出 的 图 ，凝 结 着 艺 术 家 的 智 慧 成
果，其中有大量的参数调试、风格定
义和细节修正，属于“独创性智力劳
动”，也有人指出“调参数算创作，厨
师按菜谱炒菜是不是也该算发明？”

“我家老娘退休后居然还
当起‘老师’了！”这是前不久，
一位网友在网络上发帖时的
配文。起因是他已经退休的
妈妈，平日里已经习惯了 AI 陪
聊，AI 陪聊机器人风趣幽默不
死板的对话风格，让老年人颇
感兴趣，也让日常生活多了几
分色彩。当这件事慢慢传开，
同样有陪伴需求的老年朋友纷
纷上门求学取经。

无独有偶，另一位北京阿姨
学会了使用 AI 后，把自己一直
在跳的广场舞编成了数字版，并
生成了“舞蹈教学3D图谱”。这
一举动不仅让这支老年舞蹈队
声名鹊起，成了当地“网红”，演
出档期非常紧凑，同时编出的新
舞还形成了知识产权，能够产生
经济价值。

年轻人也从中找到了许多
“ 新 赛 道 ”。 国 产 AI 大 模 型
DeepSeek发布后不久，就有网友
在知乎上爆料，自己用 AI 写的
书已经被某平台签约。该帖子
一出，立刻引起了轰动，很多人
对 AI 写网文开始跃跃欲试，接
着就有更多 AI 写书的信息被

关注到，如“80 后”网文作者兰
猫，早在2023年就用AI辅助，半
年与网络小说平台签约16本小
说，评价最高的一本得到了 8.2
的网友评分。

在文字之外，视频与插画
也是 AI 创作的“新蓝海”，依靠
着 AI 辅助 ，许多没有绘画基
础，但是却有着独特美学积累
的人们，都可以在学习后用 AI
生成插画或者视频，而对应的
优秀作品有不少被各个企业购
买了版权，从兴趣爱好转变成
了经济收益。

最令人意外的是，AI 突破
了年龄层次的壁垒，真正实现
了创意到成果转换的全龄化覆
盖，就连善于动手动脑的小学
生，也利用 AI 知识制作出了作
业检查纠错小程序以及强化训
练小程序……

随着国产 AI 大模型的普
及，AI 已经从遥不可及的高科
技，迅速走下神坛，来到了老百
姓的生活之中。它仿佛是一场
数字风暴，带着令人着迷的新世
界席卷而来，改变着人们原有的
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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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给出的问题答案，要小心“AI幻觉”。

不得不防的“AI幻觉”

老年人在AI的陪伴下，拥有更丰富的生活内容。图据视觉中国

AI“风暴”卷入生活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新风口”涌现“新争议”

AI写作随着技术成熟，“AI味”也越来越淡。

AI已经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好帮手”。 图据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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