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9日 星期六
编辑：鄢赛红 版式：黄煜 校对：周红刚 A16蓝版

写一本能赚3万元 一般花费1—3个月的时间

代写回忆录成“银发经济”新风口

“写一本净赚 3 万元”“代
写回忆录月入2万元的培训课
程火热预售”，打开社交媒体，
很多人都会刷到代写回忆录的
相关热帖。无论是作者们在网
上寻找客源，还是分享自己的
职业故事，不可否认的是，替老

人代写回忆录，如今正成为“银发经济
的新赛道”。

代写回忆录这一新兴服务为什么会兴
起？记者采访了在行业内从业多年的创业者
赵宇希，探寻“新兴”生意背后的新赛道。

赵宇希正在采访老人赵宇希正在采访老人（（图由受访者提供图由受访者提供））

老人的回忆录老人的回忆录

代写回忆录这一新兴服务的兴起，
不仅为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体现了

“银发经济”人群的精神需求，这一点，赵
宇希同样感同身受。在他看来，一本回忆
录带给老人的是多重的精神需求价值。

“首先，老人在和采访者回忆过去
的故事时，他的倾诉欲望得到满足。”
赵宇希告诉记者，有些时候，采访者的
角色更像是一名心灵疗愈师，在老人
回顾过去的经历时，给予安抚或肯定。

“比如说，有些老人在访谈中，提
到当时他作出的某些决定，可能现在
回顾起来不太合适，但我们会告诉他，
你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因为某些原
因，这样他们听了心情很好，也会聊得
更加开心。”

当老人们拿到属于自己的回忆录
时，往往也是老人们最开心的时候。

“他们会将书推荐给亲朋好友，宣传自
己的生平纪事，别人也会对他报以尊

敬和欣赏，这也是一种满足感。”赵宇
希告诉记者，甚至这种满足感，还将延
伸至家庭。

“他们的孩子看到后，会明白老人
们年轻时的不易与艰辛，也会更加体谅
老人。”赵宇希认为，这往往也是增加家
庭凝聚力、加深感情的重要方式。这些
厚重的情感，给老人们带来了更多精神
需求价值。

今年以来，帮老人代写回忆录频

频登上热搜，成为“银发经济”中的热
门赛道。但在赵宇希看来，代写回忆
录这个行业仍然处于一片蓝海。赵宇
希坦诚地表示，和他接触的公司同行
较少。他期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
来，将产业做得更大。

赵宇希同样很看好代写回忆录这
项产业的未来，未来写回忆录可能发
展成像婚纱摄影一样庞大的行业。

（封面新闻 罗田怡）

产业仍处于初生阶段 未来写回忆录可能像拍婚纱照一样自然

早在2015年，赵宇希就接到身边
朋友想要给父母写回忆录的需求，要求
不用太高，文辞达意就行。直到一年
后，赵宇希的外公去世，他突然觉得，如
果有一家机构能给外公写一本回忆录，
将会弥补自己很大的人生遗憾。

但他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人能
做这件事，从这时起，赵宇希开始认真
思考代写回忆录这件事。“其实很多

‘80后’‘90后’都是老人带大的，但是
随着成家立业，却离老人更远了。”赵
宇希说道。

直到2018年，赵宇希组建了一个
小团队，也正式接收了来自朋友的第
一个订单。朋友的长辈曾是一家机械
制造厂的领导，团队花了三四个月时
间写完了老人家的回忆录。同时，他

了解到自家一位远亲也在自己写回忆
录，这让他意识到，代写回忆录的需求
正在增加，而客人也更偏向于选择规
范化的流程和正规的公司团队。

于是，在2021年，赵宇希正式成
立成都朝花夕阳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简称“朝花夕阳”），全职开始从事代
写回忆录，如今团队已经有10余人了，
迄今为止，公司已经为30余位老人提
供服务。一本6万至7万字、200多页
的回忆录，他曾经的收费是3万至10
万元，如今降了，大多是1万至3万元，
面向普通老百姓。

而在回忆录的代写流程上，赵宇
希告诉记者，大概分为初次沟通、正式
访谈、编写正文、审核修改、终审定稿、
制作成书六个步骤。在初次沟通中，

先大致梳理好客户的生平，根据客户
的讲述和要求，确定好回忆录的主题
和方向，再由团队成员来设计内容框
架和篇幅分布。

正式访谈开始，则以周为单位，每
次采访2小时左右，写好的文稿下一次
访谈时交给采访对象审核，如此循环
4到8次，最终就可以定稿，根据字数
和篇幅的不同，一本回忆录一般花费
1—3个月的时间完成。

有些老人表达欲强，善于言谈，这
种时候往往不需要什么访谈的技巧，
但也有一些老人性格内敛，不知道从
哪里聊起。“这种时候，我们会有一份

‘人生提纲’，里面有200多个话题，涵
盖人生的不同阶段，并根据个人经历
单独设置几十个问题。”赵宇希说，甚

至有些时候，老人的家庭成员也很想
参与，他会将话题清单发给他们，让他
们一起参与。

如何获取客户？从业多年的赵宇
希更有经验。早期公司更偏向于本地
化推广，随着小红书、抖音等新媒体的
热度提升，也有来自省外的客人通过
互联网的方式联系到他们，而且这个
比例还在不断上升。

“此外，我们也在和一些机构合
作，比如说养老院、老年大学或者其他
机构。”今年6月，朝花夕阳首次参加第
七届成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作
为展会现场唯一一家回忆录代写公
司，他们在3天时间内收到了100个以
上的订单和合作需求，这也让赵宇希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为30余位老人代写回忆录 访谈时会邀请家庭成员共同参与

提起回忆录，部分人可能认为，
只有名人才有资格撰写回忆录，但在
赵宇希看来，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都
是一本书：“人活一世，谁没点故事
呢？”普通人平凡的一生，才汇聚成历
史洪流。

在岁月的洗礼下，每个老人都有
着不平凡的故事。

在赵宇希的客户中，有一些是人
生经历丰富的企业家和非遗爱好者。
赵宇希向记者分享了一位家住成都的
老人的人生故事。老人是一位客家文
化传承人，年轻时，全村所有人都在开
皮鞋厂时，老人却反其道而行，创业做
鞋盒包装厂，攒下了第一桶金。退休

后，因为对客家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
老人花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去整理客
家文化，并将它们传承整理下来。

还有一些老人，只是普通人。“但
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他也有很多故事
可以聊。”赵宇希向记者分享了眉山一
位朱师傅的故事。

朱师傅的家境不算富裕，开着一
家小杂货铺，放在人群中并不起眼，他
想写回忆录的原因也很简单。“他培养
出了3个大学生，这是他最自豪的事
情，所以想记录下来。”赵宇希表示，他
在和朱师傅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朱师
傅的人生经历同样很精彩。

朱师傅出生于山里的贫困农村，他

立志要走出大山，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
铁道兵，并参与了成昆铁路的修建。

转业后，朱师傅曾加入过粮油厂
做营销，后来粮油厂破产倒闭，朱师傅
也尝试过很多选择，最终开了一家小
杂货铺。“从这些经历中也能看出来，
这些看似很平凡的人，其实一点都不
平凡。”赵宇希表示。

回忆录就像一个小孔，从小孔中
窥见的是整个时代的变迁风貌。在赵
宇希看来，回忆录可以让老人们享受
到独属于个人的精细化服务，同时也
让家风、家规更加实物化。

为什么老人想要完成一本回忆
录？根据赵宇希接触的几十位老人的

经验，原因有很多。“有些老人的经历
比较丰富，他想将他的经历记录下来，
和别人分享。”赵宇希表示，也有一些
老人想将他的经验与智慧传给晚辈。
老人通过回忆录提炼人生经验与家风
家规，再分享给后人。

老年人节俭，但愿意在情绪价值
上消费。“回忆录更多体现在社交价值
和情绪价值上。”赵宇希说，和年轻人
喜欢抖音、微博、快手等软件是相似的
逻辑，老年人同样渴求精神认同与情
绪价值。“老人的圈子很小，如何向别
人展示自己，或让晚辈记住自己并尊
重自己，回忆录就是一个很好的渠
道。”赵宇希表示。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本书 普通人的一生也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