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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AI 算命”，算的究竟是命还是钱？

编者按：

提到“AI 算命”，或许你对这个名词还不熟悉。但你一定在朋友圈见到过好友晒出的面
相分析图，仅需要上传一张正脸照片即可享受“网络神婆”的占卜术，并且这种潮流在追求前
卫开放、厌恶封建迷信的年轻人中也大肆盛行——实际上，这是披着“AI 羊皮”的“迷信狼”，
背后的真面目是打着科学的大旗、做着“吸金”的骗局。整治这种骗术，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加
强监管，更需要每位网民在网上冲浪时擦亮眼睛，莫被“浪花”迷住了眼。

看清“AI 算命”的“算钱”真面目
题目即观点，引号特
指，让人警醒。

①通过手机上传一张正面照片，给出一些个人信息，短短数秒
就能收到面相评分和命运报告，号称“准确率达 95%”“能看透你
的一生”……最近一段时间，“AI 算命”风靡网络，引发关注。

开篇抛出热点话题：
“AI 算命”引发关注。

②置身于移动互联时代，“算命”把戏正在不断变换形式，在
网络空间潜滋暗长。现实中，在微博微信上随手一搜，就能找到诸
如“AI 相面”“人工智能看手相”等内容。从在线相面、算卦，
到电话号码、车牌号查吉凶，人们似乎只需点点鼠标、动动指尖，
就能预判前程、掌握命运。

紧承上文。“算命”把
戏在互联网时代不断
变换形式。“似乎”一
词引人深思。

③与传统形式的迷信相比，披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外衣的
网络迷信，因其打着科学的旗号、宣扬技术的加持，往往更具有欺
骗性、迷惑性，潜在危害不容小视。更有甚者，宣称网络算命、占
卜等同于科学预测，将重拾封建糟粕的行为美化为弘扬传统文化。
事实上，根据媒体报道，“AI 算命”披着算命的皮，实则是在“算
钱”。各种形式的“AI 算命”并非完全免费，用户想要看到详细
完整的内容，往往需要付费购买增值服务，或以“邀请好友”“看
广告”等增加下载量或广告收益。此外，用户在算命时授权个人信
息、上传照片以及分享指定动作的视频，也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

现实性分析。“AI 算命”
更具欺骗性、迷惑性：
披着算命的皮，实则是
在“算钱”。

④从表面上看，以“AI 算命”为代表的网络迷信，借助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进行图像统计分析，并按照程序输出模板结论。
但仔细推究，其内核依然是迷信，本质仍是依靠笼统的、一般性的
描述来让人信服，对应着心理学上的“巴纳姆效应”。正因此，对
待不断改头换面的网络迷信，既应强化“硬”的一手，加强治理，
坚决惩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也应注重“软”的方面，加强引导，
从根源上铲除封建迷信的土壤。

现实性分析。“AI 算命”
的内核依然是迷信，对
待网络迷信要“软”
“硬”兼施，加强治理
和引导。

⑤破除网络迷信，监管必须与时俱进，做到“魔高一尺，道高
一丈”。前不久，安徽某地公安机关侦破了特大系列网络迷信诈骗
案，抓获涉案人员 100 名，涉案金额逾 5000 万元。这启示我们，
无论迷信生成多少新变种，一旦滋生危害，相关监管措施都应及时
跟进，彻底斩断黑色利益链。与此同时，除了事后的惩处，也应强
化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对用户进行必要的提醒和约束，努力做到
防患于未然。

现实性分析。破除网络
迷信，监管必须与时俱
进：事后惩处要及时，
防患未然更可贵。

⑥破除网络迷信，防止“算命”这类迷信活动卷土重来，还得
找准病灶、标本兼治。在严厉打击违规线上迷信活动的同时，我们
还应弘扬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大力倡导科学精神，让“算命”把
戏无所遁形、没有市场。《荀子》有言：“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
如择术。”相面、算命，改写不了命运，只有顽强拼搏、艰苦奋斗，
用汗水去浇灌梦想，才能梦想成真。也应看到，公民的科学素质是

现实性分析。破除网络
迷信还要找准病灶、标
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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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准。调查显示，近年来公民整体科学素质
水平稳步提升，但全民科普仍需久久为功。

⑦破除网络迷信是一场持久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
术的进步，亿万人民的科学素质、文明素养必将持续提升，不断激
发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正能量。

号召激励，期待展望。

来源：2019 年 10 月 10 日《人民日报》作者：周珊珊

【时代警语】
破除网络迷信是一场持久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亿万人民的科学素

质、文明素养必将持续提升，不断激发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正能量。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在下面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
不超过 15 个字。

从表面上看，以“AI 算命”为代表的网络迷信，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进行图像
统计分析，并按照程序输出模板结论。但仔细推究， ① ，本质仍是依靠笼统的、一般性的
描述来让人信服，对应着心理学上的“巴纳姆效应”。正因此， ② ，既应强化“硬”的一
手，加强治理，坚决惩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③ ，加强引导，从根源上铲除封建迷信的
土壤。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出自《荀子•非相》。作为高中生，请结合你的读书
体验和现实生活，谈谈你对这两句话的理解。不少于 3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南汝阳实验中学 张相敏）

【相关链接】
年轻人热衷网络占卜 不是“迷信”那么简单

不要以为迷信是老年人的“专利”。近几年，在各种占卜 App、网站注册的青年数量激增，
以“水逆”为代表的占星术语红极一时。越来越多的彷徨青少年加入互联网占卜的行列。“心
理学+塔罗牌”火热出炉的配方声称能够“疗愈你，不再有苦恼”。然而，《半月谈》记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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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发现，部分占卜者是心理学在读生或毕业生，有些是广告从业者和编剧。他们从事占卜只是
因为“来钱快”。知情人士称，这一行“门槛低，从业者越来越多……有神婆一年‘坑’出一
套房”。

不只是从业者来源混乱，看似风生水起的网络占卜行业，可谓鱼龙混杂，不仅充满话术，
其背后甚至有诈骗、传销等嫌疑。如在一些大四学生的朋友圈，记者发现了“代理价 500 元降
至 299 元”“周返点 15%”等字眼，以及“一级代理”“二级代理”“三级代理”“先交代理
费”等疑似传销的做法；而部分占卜网站、微信链接还安装“后门”程序进行诈骗，或通过微
信敛财后跑路。

一定程度上说，互联网时代的占卜热，不过是传统的“老把戏”与互联网语境下的营销话
术相结合的产物。诸如“打造完美人设，购买粉丝伪造反馈；说好帮我预测未来，给完钱就人
间蒸发”，实质就是以占卜为噱头收割韭菜，这与其他类似的互联网吸金术并无本质区别。当
然，在互联网的包装下，它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尤其是把部分年轻网友发展为自己的拥趸，比
如这个群体或许会对传统的“算命先生”嗤之以鼻，但“水逆”“星座”“知识付费”之类的
话语，又很容易被接受。更有甚者，一些 App 还推出“AI 面相”“大数据算命”等小程序，
于是，本被打入“迷信”之列的占卜，又在种种新概念、新话术的包装下“还魂”，成功吸引
年轻人“入套”。

当然，此事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部分年轻人“迷信”这么简单。一方面，一如星座文
化在大学生等年轻群体中的流行一样，网络占卜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一种流行的“亚文化”，
它可能成为某个群体的标识，在一定的圈子内有着较高的认同度，扮演着“社交符号”的角色。
这种特征，决定了要打破这种圈子认同，需要有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交流，比如与其单纯批评
年轻人也“迷信”，不若真正了解他们在想什么。这是一些大学社团或者是社会公益组织可以
努力的方向。

另一方面，正如专家所说，在当前的社会压力下，年轻人的心理和思想层面，确实需要有
正常的减压、疗治渠道。网络占卜未尝不是某种减压缓冲机制缺位下的“代替品”。因此，构
建一套普及化的社会心理救助机制，包括开展正常的心理教育，提升年轻个体的心理自愈能力，
确实很有必要。

对监管部门和平台来说，有突破法律边界之虞的网络占卜的流行，也应及时纳入到规范管
理的范畴，不能等其酿成大的诈骗案或者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之后，才匆忙推出干预机制。像
业内人士所指出的，除少数诈骗金额巨大的案例被公安机关“盯上”，其余大部分纠纷少有人
管，这种局面就应该终结。

因此，只是将网络占卜定义为“迷信”，可能并无助于遏制其“流行”。它背后所对应的
互联网文化背景下所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精神状况，以及种种亚文化衍生背后的社会心理基础，
或许更值得关注。

（来源：2019 年 10 月 10 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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