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配乐出自2004年全球热门歌曲

11 “四大天王”一起“蚂蚁呀嘿”

33 类似的AI特效曾涉嫌侵权

AI“变脸”有风险，小心侵权

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蚂蚁呀嘿”小视频占领？

微笑话

@苏芩：不成功也没关系，就扎扎实
实地去生活。就像在这大雪的冬天里，滚
烫 的 火 锅 ，喜 欢 的 工 作 ，可 约 的 朋 友 ，心
心 念 念 想 买 的 东 西 …… 你 看 ，生 活 还 是
有很多很多细碎的快乐。

@周国平：阅读不但可以养心，而且
可以养生，使人心宽体健。人的身体在很
大程度上受心灵支配，忧虑往往致病，心
态好是最好的养生。爱阅读的人，内心充
实 宁 静 ，不 易 陷 入 令 人 烦 恼 焦 虑 的 世 事
纷争之中。大学者中多寿星，原因就在于
此。

@王人平：让孩子变得更勇敢：1、给
孩 子 整 体 的 接 纳 ，内 心 有 爱 的 人 才 会 强
大。2、父母勇敢、自信。3、尊重和信任孩
子。少评价，多描述；少禁止，多启发。4、
鼓 励 孩 子 独 立 思 考 ，而 非 听 话 。5、多 交
往、多磨砺、多见世面，自然产生力量。6、
不过度保护，锻炼孩子的独立性。7、在阅
读中树立榜样。8、在游戏中玩出勇敢。

@南柯一梦：老公送我回娘家，我甚是
激动。到了火车站，我说：“我自己一个人
可以的，不用担心，你先回吧！”老公：“没
事，不看着你上车我不放心。”我娇羞地说：

“哎呀，人家没事啦，都 这 么 大 人 了 ，不
用 担 心 我……”“别想多了，我怕你不走。”
老公说。

@开吧水仙花：饭后，老公突然拿起我
的手机玩了起来，我：“干嘛玩我手机？”“给
你买的新手机明天就到了，我先熟悉熟悉
我的新手机不行吗？”这么理直气壮，我都
不好拒绝了……

@cherry：丈夫斥责道：“你烧的这哪里
是青菜？蜡黄蜡黄的。”妻子立刻回答：“你
每天回家这么晚，当然不会知道它们在我
的锅铲上也曾经‘青春’过。”

据新浪微博

微语录

微趣图

国宝就是国宝，连吃东西都那么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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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蚂蚁呀嘿”小视频是不

是在你的朋友圈刷屏了？短短几秒

钟的视频里，各类角色扭动着脖子，

加上传神的傲娇小眼神，再配上“蚂

蚁呀嘿”的歌词，让人直呼上头，“这

短短的几秒，要用一生去治愈”。其

实这些都是基于一款新“变脸软件”

而成，但是业内人士已经提醒了，AI

“变脸”的风险一直存在，乱用照片

可能涉嫌侵权。

近 期 上 映 的 电 影 如《唐 人 街 探 案
3》，也借用了该变脸软件，将集结了该
片演员阵容的海报做了处理，这样一
来，原本静止的海报照片就“动”了起
来，每个演员脸上的嘴巴和眼睛都在
动，这是为了配合歌词“蚂蚁呀嘿”。看
着刘昊然、王宝强、长泽雅美等演员一
本正经唱“蚂蚁呀嘿”，确实很魔性。

网友们自然不会放过那些名人和
公众人物，比如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

和黎明这“四大天王”，或许是天王们太
久没有同框了，网友们用这种方式将他
们“召集”在了一起，看着他们整齐划一
又挤眉弄眼地唱同一首歌，还真是新鲜
又诡异。

既 然 这 么 便 捷 ，恶 搞 肯 定 不 会 缺
席。《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太后、皇阿
玛，王者峡谷里的英雄们，足球篮球明
星们，德云社群星等等，都成了网友们
制作“蚂蚁呀嘿”的素材，个个看着都一

样卖力和魔性。
静态照片在“变脸软件”的帮助下

“动”了起来，而且还有了声音，也给了
不少人一些启发，在这个春节合家欢气
氛尚存的氛围里，很多人翻出了家人的
老照片。黑白色的照片年代久远，都有
了一些斑痕，这些老照片在该软件的处
理下“鲜活”了起来，有网友将翻新的老
照片发到了朋友圈，引来不少点赞。

“蚂蚁呀嘿”这句歌词配上夸张的
人物表情，确实非常滑稽，很多人也都
表示，这个歌听着很耳熟。

记者查阅发现，这句歌词是罗马尼
亚歌曲《dragostea din tei》中的一句，即

“ma-ia-hii， ma-ia-huu， ma-ia-ha，
ma-ia-haa”，该新款软件截取的就是第
一 句“ma-ia-hii”。 这 首 歌 由 合 唱 团
O-ZONE 演唱，是 2004 年全球的夏季
热歌，非常洗脑。它其实也有中文版，
叫《不怕不怕》。

不过，记者看到，不喜欢单调的网
友自然不会只用这一首歌，随着这个动

态梗兴起刷屏，各路魔性歌曲上线，比
如《only you》等也成为配曲之一。

之所以这么普及，是因为这款 AI
特效，只需要一张照片，就可以火速让
任何人都“蚂蚁呀嘿”。正因为这么便
捷，果不其然，马上成为了各路短视频
APP 网友们的“新宠”，所以才有网友表
示，打开抖音，简直就像捅了马蜂窝，被

“蚂蚁呀嘿”刷屏了。
据悉，这款名为 Avatarify 的新变脸

软件，其名称来源于“阿凡达”电影，顾
名思义，是将别人的脸套在自己的表情
上进行实时驱动。其原理是，通过在目

标图像及换脸图像两边进行相似类别
的算法训练，以此达成换脸操作。

步骤简单，导入手机中的图像后，
在 Avatarify 的素材库中选择需要使用
的 demo，选择最高 24fps或 12fps的帧数
后，软件就能够一键生成 Gif动图。

如果想要更多功能，是需要付费
的。不过，据一些已下载用户的评论反
馈，订阅该 APP，一年需 200 多元钱，订
阅一周是 18 元钱，但是付费订阅了也
没有更多的特效，一共就 13 个免费模
板，如果要去水印，还得再花 200 多元，

“太贵了，不值得”，网友如此评价。

其实不少爱玩小特效的网友表示，
这 类 AI 特 效 因 为 不 需 要 任 何 编 程 知
识，能简单获得，所以都能火爆一时，起
初就图个新鲜和搞笑，玩过两次也就腻
味了。

细数之前，类似的 AI 特效也曾火
过，比如“ZAO”。记者打开“ZAO”的
百度百科，可以看到词条解释是这样
的：“ZAO 使用 AI 技术，仅需要一张正

脸照，用你的脸制作网络热门表情包，
出 演 经 典 电 影 片 段 ，跟 idol、朋 友 飙
戏 ”。“2019 年 9 月 3 日 ，工 信 部 就
ZAOAPP 网络数据安全问题开展问询
约谈。2019 年 9 月，国家网信办回应 AI
换脸软件 ZAO 涉嫌侵权：已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相关规定监管”。

当时记者曾就 ZAO 的用户协议条
款采访了律师，律师就表示，该协议不

仅涉嫌侵权，让你的肖像权拱手让人后
甚至还要后果自负，个人信息面临风
险。而主打换脸的 Avatarify，跟 ZAO 有
很相像的操作，所以也同样面临着关于
版权、隐私、法律风险等争议。因此建
议网友们在面对这样的新生事物时仍
需谨慎。

据《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