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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用英文演小品、郭德纲用英文说相声、范明用

英文演戏⋯⋯近日，多个明星开口说英语的视频引发关

注。仔细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是人工合成所致，这声音以

及与演员口型、身体语言的契合程度之高，让人一时有点

不知真假、时空错乱的感觉。

不仅有中国的明星飙英文，网络上也传播着不少外

国明星用中文接受采访的视频，如泰勒·斯威夫特、安妮·
海瑟薇等。有的甚至脱离了原本的内容，仅使用明星的

脸，再加上创作者的声音和内容，直接让安妮·海瑟薇唱

起了“东北rap”。

乍一看，这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相声小品演员飙英

文，外国明星唱二人转，AI 技术似乎颇具幽默细胞。但

冷静下来思考，发现里面涉及的问题挺多。明星的脸自

然不是想用就能用的，人人都有肖像权，乱用明星的肖像

就涉嫌侵权。无论是郭德纲的相声，还是赵本山的小品，

都是他们的作品，并享有著作权。视频作者如果想要使

用，必须经得明星本人同意，并取得授权，不问自取那就

会侵权。

借用 AI 技术进行如此的换声操作，那背后隐藏的灰

色产业链值得警惕。试想一下，今天拿来只是说两句英

语相声逗逗乐，那明天要是改做广告，说某某产品质量

好，那你是信还是不信？更有甚者，要是有人借明星之口

说一些有损公共利益的话，那受害的就是社会了。

再往深一步想，借用 AI 技术可以模拟明星，那自然

可以模拟其他普通人。借用你的声音和头像，直接嫁接

到现实的生活场景，面对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技术，大多

普通人并没有什么辨别能力，很大程度上会被动地接

受。如此操作就会为本已打击困难的网络诈骗，埋下更

为严重的社会隐患。

技术进步如果被恶意应用，其带来的界线混乱将导

致严重的信息失真，破坏了基本的社会信任机制。平台

放任这样的视频流传，虽一时博取了流量和关注，制造了

短期的热度，但从长期看，透支的则是平台的公信力，并

最终侵蚀了平台的生存基础。

AI 技术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我们如何加以正确合

法地应用。面对 AI 换脸和换声带来的挑战，有关方面需

要及时作出应对，该禁止的禁止，该标注的标注，不能让

这般造假视频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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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报料称，广东湛江市徐闻县角

尾乡中心小学要求所有学生戴头盔上下学，

“连走路、坐小车的也要戴。”徐闻县教育局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戴头盔进校园”是

市里的统一要求，要求对象是乘坐摩托车或

者电动自行车往返学校的学生以及接送的

家长。该校在推广过程中要求过于严格，教

育局已通知学校进行整改。

小头盔，大安全，乘坐摩托车或者电动

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

事，而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学校教育不只是

书本知识教育，本就有进行安全教育的职

责，而且作为教育主阵地，能够有效约束学

生和家长。换言之，学校理应积极配合相关

部门开展安全教育。但如此不分青红皂白

地要求所有学生戴头盔上下学，确实有些

荒诞。

事情的是非对错并不难厘清，但学校为

何出台如此明显离谱的要求，值得深入追

问。徐闻县教育局办公室有关工作人员表

示，“戴头盔进校园”是湛江市教育局的统一

要求，但“对走路、坐小车的学生不作要求。”

既然如此，该小学是对上级部门的政策理解

产生偏差而主动“加戏”，还是迫于某种考核

要求而被动“加码”？该政策已实行一个多

月，对于这样的“低级错误”，上级相关部门难

道毫无察觉吗？这一系列问号，亟待拉直。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走路上下学也要

戴头盔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类似的事情早

已有之。形式主义作风背后，也要看到学校

的无奈，不应把板子全打在学校身上。在许

多学校，教师吐槽最强烈的就是各种非教学

负担挤占了正常的教学时间，让老师、家长

都不胜其扰。

学校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戴不戴头

盔主要是交管部门的事情。学校可以加以

配合，倡导安全文明出行，努力增强学生及

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但绝不能简单粗暴搞

“一刀切”，命令所有学生戴头盔上下学。

学校的形式主义做法要及时纠偏。一

些部门动辄把与教育教学无直接关系的社

会治理任务分配给学校的现象，更值得引发

深思，并进行针对性治理。早在 2019 年，中

办、国办就印发工作意见，明确提出要统筹

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减轻中小学教师负

担。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因素限制，贯

彻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唯有破除症结，

才能避免此类奇葩事再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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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一向被视为个体幸福和家庭稳定的保障。但现

实对一些人而言，彩礼是通往这条路上的一块绊脚石。近

日，80 后小伙郭晓的故事成为热议话题。面对女友提出再

加彩礼的要求时，已经备感压力的郭晓决定退婚，拿着16.8

万元积蓄辞职去旅行。他说：“与其欠下一堆债，不如走出

去看看世界。”

从报道看，郭晓和女友商定的彩礼金额为 18.8 万元。

当时，郭晓已经准备好了 16.8 万元，为了筹齐剩下的 2 万

元，他还找到发小借钱。然而婚礼临近时，女友又提出额

外需要3万元。这成了压垮他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郭晓的做法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许多网友

纷纷表示赞赏和支持，认为他的决定既勇敢又明智，支持

他遵从内心选择为自己而活；也有部分网友觉得，婚姻中

的物质问题无法回避，郭晓的选择太任性了；还有网友嘲

笑他是“穷抠搜”。

对此，郭晓都不以为意，不为放弃这段婚姻而后悔。

在郭晓看来，结婚应该是幸福的开始，而不是让自己陷入

债务之中，更不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意志和社会习俗，两个

人凑合在一起过日子。

在当今社会，彩礼作为一种习俗，在不少地区仍然根

深蒂固。彩礼钱，作为一种传统礼仪，在过去是男方对女

方家庭的尊重和感谢的表达。到了现代，男方力所能及给

女方父母送点彩礼，以资助女方父母置办嫁妆等用途，本

也无可厚非。这里面牵扯的生育风险、男权女权、女方利

益补偿之类的话题暂且不表。彩礼作为传统保留在现代

婚姻中的意义，理应更多正向呈现出一种“礼”的方式，为

两个家庭联姻锦上添花，而不是成为许多人、许多家庭的

沉重负担。

不可否认，近年来彩礼在一些地方攀比成风，导致本

应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异化为以彩礼为前提，不仅降低了

婚姻的甜度，还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须知，在缔结婚

姻的路上，彩礼不过是象征性的礼物，而不是衡量爱情和

幸福的标准，更不能异化为“一手交人一手交钱”的交易。

郭晓选择退婚，背起行囊踏上一段寻找自我的旅程，

这种人生态度和选择值得尊重，也提示我们在面对困难

时，要有勇气和决心去重新定义生活。无论如何，彩礼不

该成为爱情的负担，文明、平等、相亲相爱的两性关系才是

婚姻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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