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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個⽉SNOW、EPIK及美顏相機等拍照修圖軟體競相推出了AI⼤頭貼，當我們在滑社群動
態時，經常會捕捉到親朋好友或追蹤的網紅分享⾃⼰使⽤這項技術的成果，從韓式清新到美
式復古，⼀鍵滿⾜所有需求。當此種新型科技娛樂不再只是娛樂，⽽是成為了⽣活和社交的
⼀部分時，會變成什麼樣⼦呢？本刊邀請三位⻑期使⽤AI⼤頭貼的⽤⼾分享⾃⼰的經驗與對
⾃⾝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專家教授是如何看此現象。

⼀鍵滿⾜所有理想模樣

▲  EPIK推出90年代美式校園風AI⼤頭照（照片來源/PetaPixel）  

你曾經為了拍出⼀張好看的照片付出過多少？是否在前⼀天睡前就開始思考穿搭、找尋⾃⼰最
完美的⾓度，隔天不惜早起梳妝打扮，透過不斷搭建及變換場景只為了⼀張看得順眼的照片。
然⽽，拍完並不是結束，是另⼀個開始。你開始修圖，來來回回幾⼗次，發出去前還會先經⼿
幾位朋友精挑細選出零死⾓的照片，屆時，「完美的成品」終於誕⽣。隨著AI⽣成⼤頭貼的技
術推陳出新，現在只需要按⼀個按鍵，就能產⽣出從⾓度、妝容到⾝材都恰到好處的照片。

就讀視傳設計系，對於照片要求極⾼的Sunny（化名）⽽⾔，AI⽣成⼤頭貼的技術無疑是⼀⼤
福⾳！使⽤了多次AI⽣成⼤頭貼的她表⽰，「如果我今天需要⼀張完美的照片，AI可以幫我跳

https://petapixel.com/2023/10/05/epik-apps-ai-90s-yearbook-photo-trend-is-taking-over-the-internet/


過攝影和修圖等繁瑣的步驟，直接透過⼤數據將我的缺陷弭平。」Sunny更是⼤⽅分享⾃⼰會
根據場合選擇不同軟體⽣成頭貼，好比她認為SNOW⽣成的照片營造出清新的氛圍，因此之前
有次⾯試就透過SNOW所⽣成的照片作為⼤頭貼，藉此展現出⾃⼰親和的⼀⾯。

AI⽣成⼤頭貼除了免去了⼈為繁雜的過程外，Robert（化名）提出了不⼀樣的想法，「我想我
會⼀直⽤下去的原因是相信這個技術能夠修飾我的瑕疵，有助於減輕我在拍照的當下的壓⼒，
讓我比較⾃在舒服⼀點。」

 

我的社群也逐漸成為我想要的樣⼦
Sunny過去習慣靠著⼩紅書和Instagram等社群了解當前的流⾏，不斷學習改變⾃⼰的風格，經
歷了數次的過渡期和失敗，Sunny對前陣⼦流⾏的美式復古尤為感觸，她分享⾃⼰花了許多錢
購買⼤量歐美彩妝和服飾，然⽽，上⾝後發現⼀點都不適合⾃⼰。因此，遇上了AI⽣成⼤頭貼
如獲明燈，讓Sunny在外貌上有著⼿點，她更進⼀步強調

「⼤家都喜歡類似的東⻄，所以有了AI⽣成⼤頭貼設定出符合⼤眾審美的美，讓我更知道說應
該要變成什麼樣⼦會招⼈喜歡。」

然⽽，Sunny並不是唯⼀。本次採訪的所有受訪者都有著相同的傾向，他們希望在社群形塑出
⾃⼰最正向完美的形象，因此所經營的Instagram帳號呈現出四個共同點，分別為發佈AI經⼿過
的照片、較少或甚⾄從不分享未經修飾的照片或影片、購買粉絲以維持特定數量以上的粉絲
數，以及偏好分享風景及⼼靈雞湯等。

Jenny（化名）分享道，「當我在社群中使⽤AI⽣成的照片後，開始試著讓⾃⼰能夠符合別⼈
對於這個樣貌的想像，我開始在網路上說文嚼字，盡可能透過文字展現⾃⼰積極樂觀的⼀⾯。
希望別⼈看到我的圖文後認為我是⼀個對⽣活充滿熱忱、內外兼具的女⽣。」

離開了社群，我還是我嗎？



▲  ⽤⼾抽離回現實對⾃我感到不安（照片來源/pinterest）
 

注入了AI⽣成⼤頭貼的新⾎，⽤⼾有了全新經營⾃⼰社群的想像和⽅式，沈浸在發佈符合⼤眾
審美照片、建立理想⽣活及其他⽤⼾稱讚追隨的興奮之中。⽽當抽離了社群，受訪者坦⾔加劇
了⾃⼰現實⽣活中不安的情形。

製作並發佈符合⼤眾審美的照片背後，是對⾃⼰的外貌及外在形象產⽣不安，Sunny發現⾃⼰
在現實⽣活中與他⼈互動時，無法⾯對他⼈負⾯或失望的情緒，開始害怕捕捉到他⼈的眼神變
化⽽不敢直視對⽅的眼睛；此外，Sunny更是直⾔⽣活中無法頂著AI⽣成的照片，如果⾃⼰現
在沒有化妝照鏡⼦就會下意識放⼤⾃⼰微乎其微的瑕疵。於是Sunny開始借助各⽅管道，試圖
透過外在因素獲得內在⾃信和平和來緩解現實⽣活中落差所帶來的不安，「我現在出⾨前都會
對著鏡⼦說三次⾃⼰很棒再出⾨，或是透過塔羅占⼘更加認識⾃⼰、了解⾃⼰隱藏的優點等，
蠻⽞妙的。」

竭盡所能地在社群中散佈正能量，Robert⾯臨了在現實⽣活中需要花更多時間消化⾃⼰的負⾯
情緒，「我在社群上顯現的都不是我真實的情緒，但真實的情緒並不會就此消失啊！變成是說
⼀個事件會分化兩個版本，我在社群中分享完它充滿爆點和好笑的部分後，我必須另外找尋更
多⽅法管道去⾯對或發洩它負⾯的部分。」

⽽在⼀條條網友稱讚的留⾔和私訊之下，⾝為素⼈的Jenny開始害怕在路上被網友認出來，
「網路上的是⼤家喜歡的樣⼦，其實，我在現實⽣活中沒那麼正⾯，更可以直⽩地說，多數時
候我蠻悲觀的；本⼈也沒有網路上的照片漂亮。當然，我開始從外在著⼿改變，希望可以更靠
近AI所⽣成的照片，但我仍然怕網友認出我後對我感到失望。」

https://pin.it/4QaOzfB


「未知」使⼈淪為迷途羔⽺
⾃AI問世，衍伸出了⼤⼤⼩⼩的問題都源於對於這項技術的不熟悉，直到發⽣⼀項⾜以撼動⼤
眾事件時，才會恍然⼤悟地認為，「原來它已經這麼成熟了啊！」好比本文所討論辨別AI結合
真⼈，已是⻑期存在的課題。諸如2019年臉書捕獲近千個頂著AI⽣成頭像的假帳號湧入，假扮
為美國⼈不斷張貼美麗⽇報文章，敲響了科技之下可能發⽣充斥虛假訊息未來的警鐘；抑或是
2021年⼀位韓國YouTuber 「Rui（루이）」釋出⼀段影片⾃曝⾃⼰的臉是AI深度學習後的創作
成果，並在⽇後的採訪中問及為何願意將⼀副假的臉合成在⾃⼰⾝上時，她的回答認為⾝處在
韓國如此重視外在的國家，⾃認外表不受歡迎⽽感到⾃卑，因此希望透過AI改變臉蛋的⽅式間
接完成⾃⼰想成為歌⼿的夢想。

▲  韓國YouTuber 「Rui（루이）」為AI與真⼈結合成果（照片來源/YouTube）

 

隨著AI⽣成⼤頭貼的技術⾰新，Jenny、Sunny及Robert並不再是三個獨立存在的個案，他們真
實地反應著AI⽣成⼤頭貼逐漸細緻化，影響範圍及層⾯如同種⼦扎根不斷向下向外延伸，若對
於AI⽣成照片的認識深度有限，可能出現⾃⼰在識別上與現實出現分歧，或是看到他⼈塑造出
並非真實的形象便深信追隨。

當AI與真⼈結合，國立陽明交通⼤學傳播與科技系陳盈⽻教授認為，真實和虛擬本就存在，⽽
AI⽣成⼤頭貼技術的出現更是模糊了線上與線下的界線。因此培養識讀能⼒更顯重要，⽤⼾必
須對這項技術所涵納的範圍抱有基本的理解，並且要抱持疑問和查證的能⼒，不能對接收到的
訊息全盤接收。陳盈⽻更進⼀步提出科技隨時都在改變，但可以透過⼤眾提升對於程式的邏輯

https://www.youtube.com/@RuiCovery/featured


架構有基礎認識，透過瞭解程式的運作⽅式、能⼒範圍，以及時常碰上的眉⾓，在往後新的技
術推出後就不會感到太驚訝，也不會輕易地被牽著⿐⼦⾛。

當今社群已然成為我們⽣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AI⼤頭貼的技術正在不斷推展當中，AI⽣成
照片融入社群儼然成為現在進⾏式。⾯對這個新興科技娛樂，究竟是蜜糖還是毒藥？我們能做
的是透過提升對AI這項技術及應⽤範圍的識讀能⼒，將蜜糖及毒藥的掌握權放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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