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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连我腹部
有块胎记都知道”

“它还说我的正缘
在西南”“为啥连我
现在工作遇到‘瓶
颈’都能算出来”……
当下，“AI 算命”在
一部分年轻人中流行
起来，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AI算命”
更是掀起了一股热
潮，成了一部分人应
对婚恋、职场等压力
时的“救命稻草”。

在采访中，不
少用户表示，当询
问与事业相关的问
题时，DeepSeek 给
出的结果能细分到
事业方向和发展机
遇；若谈及“正缘”，
答案则从外貌与气
质、性格与行为模
式、职场与财富特
征、家庭背景与关
系互动等方面给出
分析。“AI 算命”如
同一面棱镜，折射
出当代年轻人复杂
的 生 活 和 工 作 图
景 。 相 关 专 家 提
醒，“AI 算命”虽然
可以为我们提供情
绪价值，但应理性
看待，可以此为契
机，自我觉察和反
思，不断自我成长，
朝着更健康的生活
前进。

不纠结对错 要给足情绪价值

姻缘、事业、前世……如今，在小红书上搜索
“DeepSeek玄学”，近 6000条笔记呈现出了对这
一AI大模型的另类玩法，玄学话题浏览量高达
33.2亿人次。大家在这里“算”恋情、测事业、问
姻缘；在B站，龙女塔罗的大众占卜视频有 100
万人在线观看，满屏弹幕在“接好运”。

看到DeepSeek可以“算命”，00后亚玲抱着
半信半疑的态度点开了那条小蓝鲸。她按照网
友提供的提问文案，输入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并
具体到时间和出生地点、工作单位和地点、性别
等信息，然后让DeepSeek分析正缘画像。很快，
结果映入眼前……

“DeepSeek 会听你诉说烦恼，会说好听的和
你分享，会说一些有益于你身心健康的建议。比
如，它让我今年多出去旅游，这让原本就是户外
爱好者的我非常高兴。”在郑州上大学的大四学
生小鸥说道。上个月，打工族小新遭遇了情感上
的挫折，那段时间他疯狂地使用AI“占卜”。“很
多时候，我只是想听我想听到的答案，这样才能
让我当前糟糕的现状有了发泄的出口。”

4月恰逢过生日的小高决定试一试这个“智
能算命”。她找到很多DeepSeek指令。两天时间
内小高尝试过不同的指令，千问千答，在多次收到

“服务器繁忙，请稍后再试”的提醒后，她表示：“它
就像一个需要不断规训的算命师，我试的次数越
多，大模型好像越来越‘聪明’，最后结果好像还是
有点儿符合。”但令小高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段
指令反馈后，都会得到一段醍醐灌顶的提醒：“你
的人生你做主，未来需以现实行为为主导。”

玄学古已有之，但披着高科技外衣的“AI算
命”，真的靠谱吗？事实上，在采访中，不少人清
醒地意识到，DeepSeek的“算命”功能确实很有
趣，但它本质上还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分析。

“我就随手输入‘如何修仙’？结果，DeepSeek
竟然生成了一套详细的‘修仙指南’，什么如何打
坐、如何修炼内丹、如何突破境界等，搞得我差点儿
就信了。”喜欢看玄幻小说的小博说，这些内容大多
是基于网络上的修仙小说和传统文化知识生成
的。一些用户反映，用AI重复“算命”就会发现，每
次生成内容都不一样。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
的“AI算命”模型鱼龙混杂，大部分是在模仿“命理
师”的语言表达和分析框架，实际答案不一，有的自
相矛盾，也有的内容错误百出，经不起推敲。

“AI算命”本质上是心理测试

“AI算命”到底是基于什么原理？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陈世名

看来，大模型本身就具备很强的“学习—演
绎”能力。易经、星座运程、塔罗牌等早已
进入主流大模型的训练库。它的训练语料
里相关资料更多更充足，能更贴合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让整个过程显得更
有“说服力”和“沉浸感”。“其中，DeepSeek
与其他大模型最大的不同，是把思考过程
全方位地展现了出来，让人产生信任感。”

“我发现，如果我对我另一半理想型
的要求提供的信息越丰富、越真实，它给
我的‘心理画像’就越丰满，越接近我的心
之所愿。”用户小洁告诉记者，“AI算命”精
准还要归结于采集用户信息问题，由采集
到的数据，能得到用户“心理画像”。

此外，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心理学专
业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徐爽表示，
经过训练的AI大模型产品精通“模糊的
艺术”，能够输出看似个性化，但实际“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内容，让人们自行对号
入座。而这样给出足够模糊且普适性强
的描述，让人们自行对号入座正是心理
学中著名的“巴纳姆效应”。

“而大众如此信奉人工智能，‘效用
层叠’效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徐
爽说，“效用层叠”是指当某个信息或事
件被广泛传播时，人们倾向于相信其真
实性，并随着信息的不断传播和重复，信
念会进一步强化。

“以前是‘转发锦鲤’，现在是‘调戏
AI’——我们拜的不是神，是赛博安慰
剂。”不少网友表示，“AI算命”的火爆，反
映出当代人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面对
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大家都渴望找
到一种快速、便捷的方式来缓解压力，而

“AI算命”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我希望通过算命获得的模糊解释，

可以将责任转移给‘命运’，从而减轻作出
重要决定时的焦虑感，将失败归因于‘命
中注定’。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算
命APP经常可以成为我焦虑的出口。”在
一家国企上班的打工族小可说道。

在AI的陪伴下携手共进

人工智能诞生的根本目的，是凭借
技术提升用户的生产效率。在当下的人
工智能时代，了解算法的运行机制，培养
大众的独立思考能力，增强大众的辨别
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通过算法去预测未来事件是不可
能的。当前主流的人工智能系统，无论
是深度学习还是其他机器学习算法，都
依赖于从大量数据中发现模式和规律。
也就是说，从诗词歌赋、科学定理，到菜
谱攻略，AI大模型的强大源于其‘吃透’
了人类已有的知识库，然后给出怎么解
释都正确的答案。”陈世名解释，AI擅长
的是识别数据中的相关性，而非建立真
正的因果关系，需要投喂相关语料才能
回答人们的各种问题。

在河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周毅
看来，广泛开展AI科普工作，详细剖析生
成式AI的运作逻辑，向大众清晰揭示其
中潜藏的算法偏见、虚假信息等风险是
有必要的。“只有让大众深入了解AI的内
在机制与潜在问题，才能让他们在接触
和使用AI的过程中，保持理性与警觉。”

周毅建议，还需着力打造全面、科学
的传播阵地。比如，媒体在报道人工智
能时，应更加丰富多元，不仅要展现AI的
优势与成就，更要如实呈现其存在的不
足之处。只有这样，大众才能全面、客观
地认识AI。

而对用户而言，徐爽则建议，应理性
看待“AI算命”的结果：“可以此为契机，
开始自我觉察和反思，也可以不断自我
成长，突破现状，朝着更健康的生活前
进。不要轻信‘AI算命’及其化解方式而
忽略了主观努力。”

而对于AI的使用，西南政法大学教
授程德安表示，未来发展需在提升技术
指标的同时，建立严格的伦理审查机制
（如动态知情同意系统）和跨学科验证流
程等。在他看来，AI生成的内容只是概
率预测，并非事实，应对生活无常，终究
要靠人类自身的判断力。
本报记者 陶然 文/图

一些年轻人热衷“AI算命”
实际上就是心理测试
DeepSeek提醒：“你的人生你做主，未来需以现实行为为主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