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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闲话

在一些配音演员因亲
身经历或听到、看到不当
使用AI，感到不安甚至是
愤怒时，这个行业里，也有
人伸出双臂主动拥抱技
术，试图打破边界。

4月 24日，配音演员
赵乾景将声音授权给AI
有声剧《凡人修仙传》，用
于训练多音色AI人声，引
起轩然大波。

现阶段，“成熟的配音
员和演播，一般不愿意把
声音制作成AI，尤其是大
咖。”小默说，更乐于授权
AI采样的，通常是声音好

听的新人，没什么经验和
技巧，但有辨识度。

业界通行的做法，有
一次性买断、分成使用（使
用AI化声音的人越多，当
事配音员分到的钱就越
多）两类。

前不久，小默将儿子
的声音授权给一家公司，
一次性买断3万元。“已经
制作成AI声音，应用场景
类似于点读机，可选甜美
女声、大气男声、男/女童
音等。”小男孩就快进入变
声期，留下这个奶声奶气
的声音，对他来说也是种

纪念。
提起AI技术，小默坦

言，多少有点“狼来了”的
忐忑感，但她和一些同行
都清楚地知道，“由不得
我们接不接受，只能不断
学习，积极应对。”

而几次亲身体验，也
让她稍稍放宽了心：“成熟
的配音演员和主播，通常会
有独特的风格，也会根据情
节文笔的不同，调节情绪、
节奏等。”这些细微差别和
情感传递，AI目前无法复
制。整个行业，仍在摸索和
调整期。 （都市快报）

@集合！准备投降：短短几年，从原画师到配音演员，AI越来越先进、智能，很多行
业都将面临挑战。

@神经蛙：前几年到处都是有声书配音、原画师的培训广告和招募广告，这两年
AI突飞猛进，都被干得不吱声儿了，不知道当初花钱培训的朋友后悔不？

@苏羊：如果新事物能帮助更多企业省钱，且听话好用，它只会越来越壮大，这是
市场的必然，无关对错。也看到声优老师们的付出，但每个行业都要跟上时代。

@清净ZY：声音是各种频率的混合 ，所以每一种声音都有其独特性，同样的频率
演奏同样的曲子，每个人的演奏风格都不一样，这种独特性还是需要被保护的。

@阿白：应该规范版权的，就和用别人的音乐一样，需要征询本人同意后支付相应
的版权费。

@包子乔：防是防不住的，这是趋势。不如提升技能，拥抱AI，声音制作工程师一
定是高薪稀缺人才。

@大福星：以后语音电话、视频电话都不一定是真人，AI为电诈提供了新思路，360
要上一个AI鉴别防火墙了。

“云中君”“钟离”“黑寡妇”公开维权：

我的声音被“偷”了！
“第44天。”6月12日中午，配音演员林景登录微博，

敲下一行字。一个多月前，他点开朋友发过来的链接，吃
惊地发现AI科幻广播剧《异世界的甜甜圈》开头那段声
音，同自己有八分相似。他怀疑有人可能未经授权，便拿
他的声音“喂”了AI。

无独有偶，不久前，浙江先施律师事务所受曾为《回
家的诱惑》《楚乔传》等剧目配音的知名配音演员委托，指
派林一冲律师向盗用声音等素材制作并传播AI视频的创
作者，发出律师函，后者在各大平台下架相关视频。

在AI浪潮席卷下，配音行业正在面临全新的挑战：一
些从业者的声音被“偷”走投喂给AI，然后抢走原本属于
他们的工作。

“凌晨朋友发了这个链
接过来，听完后气到睡不
着！听到了太多熟悉的声
音，可是按照文章的表述这
些声音都被归入AI。开头
第一个声音的音色和咬字习
惯跟我有八分相似，好，就算
我这个洗过了，那1分03秒
开始的这个声音呢？跟彭博
的声音有任何区别吗？”

林景和彭博的微博维权
之旅从4月30日开始。他
们曾各自为《王者荣耀》中的
云中君、《原神》中的钟离等
游戏角色配音，在业内也小
有名气。两人前往公证处录
屏留存发布账号、发布内容
等证据，并进行公证，做了最
终诉诸司法的准备。

面对来势汹汹的AI和
道德风险，类似的剧情正在
国外上演。

近日，美国两名配音演

员保罗·勒曼和琳娜·塞奇对
AI 初创公司 Lovo 提起诉
讼，指控该公司在未经自己
允许的情况下，用AI“复制”
了他们的声音。

4年前，勒曼以1200美
元的酬劳，在零工网站上提
供了一次性的语音样本，“仅
限用于学术研究目的”。可
最近，他却在一档节目中听
到了自己的“声音”正在解
说。塞奇的境遇如出一辙，
她当时拿到了400美元，制
作广告测试脚本。

漫威超英“黑寡妇”的扮
演者斯嘉丽·约翰逊也未能
幸免。上月中旬，当Ope-
nAI因GPT-4o而再次引发
全球关注时，她一纸声明，控
诉ChatGPT非法使用自己
的声音，要求下架语音。

目前，OpenAI 已暂停
使用这款AI声音模板。

“我们这种网上声音
工作者，还有视频博主，都
是高危人群。”在刷到林景
的微博后，小默忍不住感
慨。

“有的活行价就在300
元左右，即使声音再好，也
不可能翻倍。但有些公司
突然给出 800 元，当中很
可能就有猫腻。”她说的猫
腻，指的是合同里的“隐藏
条款”，比如在权责部分，
藏在大堆关于版权的说明
里，有一行小字，提到授权
声音制作使用等说法，但
不会直接出现AI等字眼。

这种情况变多，也和
AI生成一个人的声音技术
门槛越来越低有关。

3年前，剪映开始推出
多种音色的文本朗读，今年
初又上线克隆音色功能；番
茄小说、喜马拉雅的AI有
声小说，也做得有声有色。

就在近日，一款名为
ChatTTS 的文本转语音工
具火爆出圈。只要你输入文
字，无论中文、英语还是双语
混搭，它都能以不同音色读
出来，还会自动加上口语化
的连词，会笑、会停顿，甚至
能模仿口头禅。

一位配音演员意外发
现，自己的声音被 AI 化
后，在一款App上以文本
转语音产品的形式对外出
售。她随即起诉至北京互
联网法院。

4 月 23 日 ，一 审 判
决，被告方使用原告声
音、开发案涉 AI 文本转
语音产品未获得合法授
权，构成侵权，书面赔礼
道歉，并赔偿原告各项损
失25万元。

作为全国首例 AI 生

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在
尚未出台相关详细指导规
定的背景下，这起案例的
宣判具有开创性的示范效
应。当时，法院认为声音
作为一种人格权益，具有
人身专属性，任何自然人
的声音均应受到法律的保
护。

那么，如何界定是否
侵权？

“在法律上，主要看被
控侵权的声音是否具有可
识别性。”浙江先施律师事

务所主任郑筠律师透露，
可识别性与声音权人的知
名度密切相关，声纹对比
是鉴别手段之一，“如果有
80%以上的相同或近似，
就有可能被司法机关认定
构成实质性相似，进而认
定侵权。”

在律师看来，随着社
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和对人
格权的日益重视，将声音
权作为具体人格权进行保
护，将是我国民法未来的
发展趋势。

国内外多位配音演员公开维权

他们的声音正在被“偷”走

声音和肖像一样具有人格属性

学习与AI共处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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