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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华语乐坛最为火爆的歌手是谁?B站的答案一定是“AI孙燕姿”。
最近，B站音乐区up主掀起了一波AI翻唱风，其中“AI孙燕姿”在一众翻唱

作品中杀出重围，成为备受up主和网友青睐的新晋顶流歌手。尽管孙燕姿已
经5年没有发行专辑，但“AI孙燕姿”在短短一个多月就发了超过1000首翻唱作
品，远超过本尊职业生涯歌曲总和。

“AI孙燕姿”爆火背后，是长大成年的“千禧一代”对过去的追忆，他们怀念
销售实体唱片、打开电视和收音机听歌的华语乐坛。

与此同时，AI技术对于孙燕姿独特音色的惊人复现，让人又问起那个重复
过无数次的问题:AI能否抢走音乐人的饭碗?

故事的背面，还有各方收益分配之争和难以绕过的知识产权之困。我们
也好奇，“AI孙燕姿”的故事要说下去，究竟要跨越过多少道难关?

AI歌手现象
产出超过千首翻唱

“AI孙燕姿”成B站流量

距离上一次孙燕姿发布个人专
辑已经过去了5年，许多久候专辑不
至的歌迷最近都在B站上听“AI孙燕
姿”度日。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新晋流量
“AI孙燕姿”拥有超过1000首翻唱作
品。不少歌迷调侃，孙燕姿从来没这
么勤快过，最近发布的新歌已经远远
超出她出道23年作品总和了。

从《下雨天》《半岛铁盒》到《水星
记》《Melody》，再到《喜帖街》《曾经
我也想过一了百了》，“AI孙燕姿”翻
唱不但“男女通杀”且风格多样，甚至
超越语言障碍，可谓“十项全能”。

如果以上尚属常规操作，一些脑
洞大开的up主则利用“AI孙燕姿”翻
唱《向天再借五百年》《好汉歌》等和
本尊画风相去甚远的作品。更有甚
者，将孙燕姿原唱的《遇见》《开始懂
了》《我怀念的》等歌曲用AI重新演
绎，主打的就是一种“把冰淇淋融化
了再冻起来吃”的无用感。

截至5月13日，新晋流量“AI孙燕
姿”翻唱的《下雨天》和《半岛铁盒》在
B站上取得突破百万次播放量的成
绩，还有超过40首作品点击量超过
10万。

从事游戏方面工作的B站up主
罗斯特_x(现已改名)是这波投稿AI翻
唱的积极分子之一。今年4月底开
始，他通过软件生成翻唱作品，利用
网络上已有的“AI孙燕姿”模型，上传
了多首歌曲。

“我从小就在听燕姿的作品，所
以想用技术借她的声音翻唱很多喜
欢的歌曲，因为觉得效果不错就分享
到网站上，没想到得到了很多人的喜
欢。”罗斯特_x告诉南都记者。

不只孙燕姿，周杰伦、林俊杰、陈
奕迅、王心凌等一众具有声音辨识度
的歌手纷纷化身“AI点唱机”——— 用
户想听什么就点什么。

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歌手想
要公开翻唱他人歌曲并非易事，而AI
技术可以马上实现歌迷的翻唱需求。
还有一些歌手因为年岁渐长面临倒
嗓难关，声音质量有所下降，AI技术
分分钟可以重现他们巅峰期的歌喉。
尤其是对于邓丽君、张国荣、阿桑等
已经离开人世的歌手，AI也能够实现
他们在数字世界的永生。

火爆原因
人们在怀念那个

“男周女孙”的华语乐坛

那么和真正的歌手相比，AI唱得好
不好?

综合一些歌迷和业界反馈来看，当前
AI翻唱大多“形似神不似”——— 披着极为
逼真的孙燕姿音色的外壳，用其他歌手的
演唱方式唱歌。一旦离开了“演唱舒适
区”，AI歌手唱歌也会跑调、“劈叉”。

北京潮音悦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
始人徐怀超告诉南都记者，AI翻唱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模仿歌手的咬字、唱腔和音
色，但如果究其细节，AI在情感、气息、爆
发力的表现上远远达不到真人演唱的效
果，目前仍处于初级模仿阶段。

据罗斯特_x介绍，目前AI音频软件
的使用门槛非常低，但只是替换音色并配
合合适的干声原唱(无音乐的纯人声)以及
伴奏。因此翻唱效果的上限还在于后期
音频软件的合成、混音和调音，传统调音
师来做应该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不难想象的是，随着模型不断训练完
善，“AI孙燕姿”可以趋近完美地演唱。

但多位受访音乐从业者不约而同地
强调，真人演唱往往比AI更令人动容的
原因在于人是有血有肉的，每次表演都是
独一无二的，这种不确定性能带给观众惊
喜，而演唱中的瑕疵也能体现真情实感。
换句话说，正是这种“不完美”反而成就了
这份艺术感。

“现在年轻人更多还是把AI翻唱当
作一种娱乐，恐怕很难持续下去，这也肯
定不是音乐行业的长久发展方向。”徐怀
超如此评价这波AI翻唱热潮。

资深音乐产业人、幕后圈创始人李泳
彬的思考更为深入，他认为这波AI翻唱
背后有几大因素综合作用，AI元素、老牌
歌手的影响力以及大众的怀旧情结。这
一说法不无道理，“AI孙燕姿”的确是怀
旧的缩影，随着“千禧一代”逐渐成长为互
联网主力军，他们开始追忆那个属于孙燕
姿、周杰伦、陈奕迅的年代。

仔细观察会发现，“AI孙燕姿”广受
欢迎的翻唱作品不少来自周杰伦的创作，
一如多年前华语乐坛“男周女孙”称霸的
盛况。此外，其他备受up主和用户青睐
的林俊杰、陈奕迅、莫文蔚、王心凌等歌
手，以及那些频频被翻唱的经典歌曲，也
大多属于千禧时代。

“AI翻唱给听众带来了新鲜感，这股
新鲜感泛起一波怀旧风，风潮过去后也许
不会再来，除非大家找到下一个‘缅怀’对
象。”李泳彬说道。

AI

追问
AI还学不来歌手

“砸吉他”背后的文化叛逆

“AI孙燕姿”翻唱热可能很快过去，但新
技术正以汹涌之势向音乐行业袭来，是无法
改变的事实。目前AI已经能够为演唱、作
词、作曲、编曲、录音、混音等整个音乐制作
流程上提供帮助，极大地降低了音乐创作
门槛。

这自然不免要追问一个老套又现实的
问题:AI会不会取代人类?

2022年末，周杰伦曾给出自己的回答，
“AI虽然可以做很多事，但取代不了我对音
乐创作的美感，所以我无需担心。这个道理
从AI没出现时我就知道了。”

从事音乐制作多年的李泳彬有类似观
点———“AI暂时不能主动引领或创造一些潮
流，它只能跟着人走，整个故事的主语是
人。”在他看来，音乐创作更多时候靠灵光一
现，而AI只能作为辅助的效率工具，它没有
创作的能力。AI只能提供五六十分的作品，
而顶尖的音乐创作者有八九十分水平，AI无
法实现他们的艺术追求。

AI无法抢走音乐人饭碗

“短期内AI还无法抢走音乐人的饭碗。”
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教授张
丰艳认为，在当前全球音乐环境中，演出市
场要大于唱片市场的环境。这意味着，对于
音乐这样的情感式艺术载体，现场表演的重
要性不可替代。她告诉记者，歌手在舞台表
演过程中的灵感难以复制，一些摇滚歌手演
到激动时还会砸烂手中极为昂贵的吉他，而
AI决不会如此冲动。当然，如果AI连这种
文化叛逆都能学习到位，那么对人类而言就
该从惊喜变为惊吓。

据张丰艳观察，部分AI创作的口水歌在
网络上获取很高的点击率，但是在音乐平台
排行榜前100的作品中，基本上没有AI作品
的身影。

AI制作罐头音乐具有优势

尽管如此，面对AI的冲击，音乐人并非
高枕无忧。张丰艳提到，从效率和成本来
看，AI在制作罐头音乐(又称版权音乐)，或
简单短小、批量生产、不强调原创性而强调
实用性的商业音乐方面具有优势。因此那
些能力不强、没有灵感的音乐创作者首先面
临淘汰的可能。

但她也在担心，随着音乐门槛的降低，
市面上产出海量音乐作品，反而会淹没了优
秀的音乐人和音乐作品。

李泳彬也关注到了这一变化。他告诉
记者，过去，音乐作品主要由各大唱片公司
产出，内容是稀缺品；唱片公司几乎占据了
纸媒、电台、电视、网络等主要媒体渠道，他
们将旗下的歌曲来回宣发，在听众脑海留下
深刻烙印。“就拿陈奕迅的《十年》来说，我这
辈子可能听了不下100次，这首歌已经像一
只虫子钻进大脑里，永远也忘不掉。”

但是，当下的音乐市场恰恰相反，内容
更加丰富多样，传播渠道也五花八门，加上
音乐不再是极少数的娱乐选择，用户的注意
力被大大分散，李泳彬认为这是当下华语乐
坛“爆款”难出的一大原因。

““ 孙孙燕燕姿姿””成成新新顶顶流流
爆爆红红背背后后不不能能““天天黑黑黑黑””
一一月月发发超超千千首首作作品品，，““声声音音克克隆隆””是是否否侵侵权权??
AAII歌歌手手翻翻唱唱牵牵出出版版权权等等法法律律问问题题

争议
若跨不过版权关卡

“AI孙燕姿”的故事说不下去

在美好的发展蓝图背后，知识
产权总是不可绕过的发展掣肘。而
版权恰恰是音乐产业的核心价值，
如若跨不过版权关卡，“AI孙燕姿”
的故事也说不下去。

up主上传翻唱视频是否侵权?

为规避法律风险，不少up主上
传翻唱视频时都会发布“免责声
明”:本作品仅作为娱乐目的发布，
视频使用AI合成技术，演唱人声并
非孙燕姿本人。罗斯特_x也强调，
自己是出于粉丝立场分享，并未设
想或开启任何收益方式。

这些免责声明是否有效?在此
情况下，“AI孙燕姿”涉嫌侵犯孙燕
姿哪些权益?

张丰艳认为，上述声明原则很
难起到免责作用，因为这些视频吸
引了很大的流量，流量可以商业测
算变现，因此up主行为依旧存在侵
权风险。另外，如果未经过同意直
接冠以“AI孙燕姿”之名，则涉嫌侵
犯孙燕姿的姓名权。

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赵智功指出，“AI孙燕姿”有可能
涉嫌侵犯孙燕姿的表演者权，特别
是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

在他看来，鉴于歌手人设、风格
及艺人市场等种种因素，孙燕姿未
必愿意翻唱《向天再借五百年》《好
汉歌》等作品，此类翻唱可能会破坏
孙燕姿特定的表演形象，那么就在
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于表演者表演
形象的歪曲。“当然，如果孙燕姿或
经纪公司公开明确表示同意，属于
对自己的权利行使，也是可以的。”

使用歌曲训练AI模型是否侵权?

此外，“使用孙燕姿的歌曲素材
训练AI模型是否侵权”也是各方热
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我国著作
权法下，如果声音素材来源合法，在
我国著作权法下不构成侵权的，可
被归为正常使用的范畴。

但赵智功认为，孙燕姿公开发
布的歌曲是让人作为音乐欣赏，现
在被用于投喂AI模型，相当于改变
了原来的使用目的，此举涉嫌侵犯
孙燕姿的表演者权和唱片公司的录
音录像制作者权。

张丰艳指出，由于AI模型的素
材来自孙燕姿原声，up主擅自上传

“AI孙燕姿”翻唱歌曲到网络上，涉
嫌侵犯孙燕姿的人格权和相关权利
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不仅如此，赵智功还提醒，要翻
唱其他歌手的作品也应提前取得
词、曲版权方以及原唱的三方授权，
并支付相应报酬。

目前，包括孙燕姿在内，尚未有
歌手或经纪公司发布官方声明禁止
AI翻唱行为或对此追责。但自5月
12日起，陆续有up主删除了此前发
布的“AI孙燕姿”作品，其中也包括
罗斯特_x。

据《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