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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台灣獨居人口逐年增加，孤獨感逐漸成為一個潛在的社會問題，尤其在 20-44
歲年齡層中，超過 50%未婚，單人戶數超過 300 萬。失去摯愛的痛苦常難以釋懷，而多
數人渴望保留與逝去親友的情感聯繫，以此支撐面對未來的勇氣。在此背景下，本系統
《數位仿生與傳承》應運而生，旨在協助使用者保存和重溫逝去親友的記憶。這是一個
對話生成式 AI 工具，用戶可上傳逝者的聊天記錄，系統將透過對話生成技術和情感分
析，訓練出一個模擬該對象的模型，讓使用者得以“與”他們對話，以緩解心靈創傷並
支持情感上的復原。本篇論文提供 WebApp 形式，用戶可將聊天數據上傳至後台，系統
利用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和情感分析等技術，重現目標對象的語言風格、情感特質
和對話習慣，並生成高度擬真的互動體驗。這套系統不僅幫助使用者回憶摯愛，也能在

心理治療和文學創作等領域應用，讓使用者在重溫過往對話的過程中獲得安慰與陪伴。 
 

關鍵詞：生成式 AI、WebApp、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情感分析、Llama3 模型、
語言風格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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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number of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in Taiwan, lonelines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significant social issue. Among people aged 20-44, over 50% are unmarried, and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now exceed 3 million. The pain of losing a loved one is often difficult 

to overcome, and many people long to maintain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their departed 

loved ones as a source of strength for facing the future. In response to this, the "Digital Bionics 

and Legacy" system was developed to help users preserve and revisit memories of lost loved 

ones. This conversational AI tool allows users to upload chat records with the departed, enabling 

the system to train a model that simulates the communication style of the lost loved one. 

Through dialogue generation technology and sentiment analysis, users can “converse” with 

them, alleviating emotional pain and supporting the healing proces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ystem as a WebApp, allowing users to upload chat data to the backend. The system then uses 

machine learn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entiment analysis, to replicate the 

linguistic style, emotional nuances, and conversational habits of the target person, creating a 

highly realistic interactive experience. This system not only helps users reminisce about loved 

ones but also ha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fields such as psychotherapy and literary creation, 

providing comfort and companionship as users revisit past conversations. 

 

Keywords: Generative AI, WebApp, Machine Learn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Sentiment Analysis, Llama3 Model, Language Style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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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1 研究動機 

 

2022 年 3 月，美國精神醫學會正式將「延續性哀傷」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PGD)

納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5,7]。延續性哀傷是一種持續且過度延長的哀傷狀態，

通常在至親的非自然死亡或驟逝（如自殺或意外事故）後發生。根據研究，孩童在事件

發生約六個月後、成人約一年後可能進入此狀態。美國精神醫學會列出了幾項延續性哀

傷的警訊，包括自我認同崩潰、不願接受事實、難以回歸日常生活和強烈的孤獨感。許

多患者還會出現對酒精、香菸等物質的依賴，甚至有自殺傾向，顯示出延續性哀傷對個

人和社會的深遠影響。 

根據流行病學研究，約有 10%的失親者可能罹患延續性哀傷，台灣的統計數據則顯

示，全台單獨生活戶數已超過 300 萬，占家庭型態的 34%；其中，20 至 44 歲未婚者超

過一半。這樣的社會結構使孤獨感成為重要的國家問題，尤其是獨居者在面對親人驟逝

時，特別容易陷入延續性哀傷，進一步影響心理健康和日常功能 [11,12]。儘管世界各國

積極延長壽命，但自然死亡和事故死亡難以避免。突如其來的離世往往給家庭帶來衝擊，

因此許多人希望能保留逝者的語言風格和文字習慣，以維持與摯愛的情感聯繫。 

Xygkou 和 Siriaraya [9]的研究指出，透過模擬逝者的聊天機器人，親人可以在回憶

逝者的同時，適應現狀，並獲得面對未來的勇氣。這類聊天機器人還被證明對憂鬱症患

者有幫助，能有效緩解症狀 [1]。同時，隨著科技的進步，OpenAI 在 2024 年 2 月發布

的 Sora 影音生成模型 [3]，為生成情感豐富的數位內容帶來新的契機。結合 Sora 逼真

的影音生成技術，本研究所創造的情緒豐富模型將能應用於影視市場，為影視創作帶來

更多可能性，使得數位孿生技術在情感聯繫和心理健康方面發揮更大潛力。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透過對話紀錄或聲音、影像資料，分析個人的語言風格和角色特徵，以

建立一個能重現個人特質的模型。這樣的模型不僅能讓使用者在與模擬出的角色互動中

懷念摯愛，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也能成為文學及影音創作者的寶貴資源，創建更真實且

多樣化的角色，增強作品世界的互動體驗。為實現此目標，本研究將運用先進的自然語

言處理技術和人工智慧模型，專注於逝者的語言紀錄分析，以重現其語言習慣。透過這

個模型，單獨生活或有心理需求的人可以與已逝摯愛的數位模擬角色互動，從中緩解孤

獨感和悲傷，在情感聯繫中找到慰藉。這項技術不僅是一種情感支持工具，也為文學及

影視創作帶來更多角色塑造和情感表現的可能性，為創作者提供更豐富的靈感和創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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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貳、文獻探討 

 

2.1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ML)  

 

機器學習是一門科學，旨在開發演算法及統計模型。開發出的演算法及模 型可以

讓電腦根據原始訓練資料所整理出的模式去推理並執行任務，其中不需 要人類去給予

任何指令。常見的演算法如隨機森林法 (Random forest) [2]、支 持向量機 (SVM) [4]、

以及模仿人類大腦所研發出的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6]等等。  

 

2.2 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NLP)  

 

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NLP) 是一種機器學習技術，目 的為讓只

有數字的電腦可以理解複雜的人類語言並給予回應，往下細分可分為 自然語言理解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NLU) 以及自然語言生成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NLG)。

如林子平 [10]研究的聊故事機器人即是自然語言 處理的應用之一。 

 

2.3 情感分析 (Sentiment Analysis, SA)  

 

情感分析 (Sentiment Analysis, SA) 指的是使用自然語言處理 (NLP) 技術來判斷內

容的情緒傾向，如正面、負面或中性。透過機器學習對被模仿者過去的文字聊天記錄進

行分析，可以推測特定語句的情緒指標，並運用自然語言生成技術模擬被模仿者在當下

情境中的情感。本研究的核心目標是達到高擬真度，因此文本中情感的真實性必須得到

充分體現，情感分析技術因此成為本研究的重要關鍵。 

 

2.4 大型語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大型語言模型 (LLM) [8]是一種具有超過千億參數的深度學習模型，通過大量文本

數據的訓練，使其能夠從龐大的知識庫中進行識別、匯總、預測及生成文字等操作。其

中最知名的例子是由 OpenAI 推出的聊天式預訓練轉換器 ChatGPT。大多數 LLM 首

先使用通用且大量的數據進行預訓練 (Pre-training) ，之後根據不同應用需求進行微調 

(Fine-tuning) 。本研究將採用相同的方法，並計劃對 Meta 開發的 LLaMA 3 模型進行

微調，以滿足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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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Large Language Model Meta AI 3 (LLaMA 3) 

 

LLaMA 3 是 Meta 於 2024 年 4 月 推出的開源大型語言模型，參數量高達 700 

億，並使用 15 萬億 tokens 訓練數據。相比上一代，LLaMA 3 提升了語言理解和指令

遵循能力，應用範圍涵蓋語言處理、代碼生成等。該模型延續了開源和商業化支持，為

開發者提供更強大的工具，推動 AI 技術進一步發展。對於本研究系統開發非常重要。  

 

 

參、方法 

 

3.1 訓練資料 

 

本研究採用台灣市占率最高的通訊軟體 LINE 作為聊天記錄資料的主要來源，因其

匯出聊天資料檔的功能簡單明瞭，方便易用。初期資料將由研究小組成員間的對話記錄

提供，並通過問卷徵求更多自願者上傳聊天記錄，進一步擴充數據量，以投入模型訓練，

使模型訓練更為完整。 

 

3.2 實驗前處理  

 

本研究的系統採用切詞、斷詞等技術對聊天室資料的原始檔案進行資料清理與格式

轉換，並通過關鍵詞檢查，確保使用者提供的資料不含腥羶色或不雅言論。系統會分析

其中的情緒與語氣，適當過濾並保留無傷大雅的語助詞，以避免過度刪減影響生成結果

的相似度，使結果更符合需求。 

 

3.3 模型應用  

 

由於從無到有地訓練完整的大型語言模型需耗費大量時間與資源，採用開源的大型

語言模型進行微調是更為妥當且資源節省的選擇。本研究已採用上文提到的 LLaMA 2 

進行微調，使其能模仿指定被模仿者的用字習慣，達成更真實的語言模擬效果。  

 

3.4 架構設計  

 

本系統的架構設計(如圖一)包含生成文字的自我評分機制。在生成文字傳送給使用

者之前，系統進行自我評分，評估項目涵蓋情感表達、用詞恰當性及模仿精確度，以確

保生成內容符合要求。若評分結果達標，系統便將內容傳送給使用者；若未達標則進行

重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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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架構設計圖 

 

3.5 系統架構與結果  

 

本系統架構(如圖二)採用前後端分離的傳統架構，前端開發語言為 HTML、CSS 和 

JavaScript，並以 React 框架建構用戶界面，以確保良好的互動性和使用者體驗。後端部

分則使用 Python 語言，搭配 Django 框架進行伺服器端的邏輯處理和資料管理。本系

統的核心模型基於 Llama3，從而精確模擬目標對象的語言風格，使對話更具個人化和

真實感。為達成高度仿真的對話體驗，系統採用了 NLP 技術，對使用者上傳的文本資

料進行深度語義分析，提取其中的語氣、用詞風格和情緒基調等特徵，使系統能夠更貼

近真實的語言表達與情感傳遞。此架構和技術選擇共同確保了系統的精確性、靈活性與

用戶體驗。 

 

圖二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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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本研究成功創建了一個陪伴使用者的虛擬角色，作為理想互動對象，提供情感豐富

的對話體驗。系統以 網站 為互動介面，使用者可於平台上上傳資料進行訓練，後台透

過 Celery 分散式處理技術來微調 LLaMA 3 模型，生成具個人語言風格的模型，達成

數位傳承。該系統能夠學習情感表達與語意習慣，模擬目標對象的溝通模式，營造如同

真人互動的情境，滿足使用者的情感需求，帶來心靈上的慰藉。系統具備擴展至多種應

用場景的潛力，無論是作為教育工具提升溝通技巧和自信，還是輔助文學及影視創作中

的角色模擬，都能增強真實感。同時，系統的應用已延伸至醫療領域，與醫療機構合作，

協助患者紓解延續性哀傷症狀（如憂鬱和焦慮），達到情緒緩解的療效。互動平台的核心

功能包括對話記錄匯入與訓練，使用者上傳對話記錄後，系統會持續訓練模型，最終透

過 網站 呈現生動、逼真的互動體驗，實現本研究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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