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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蓝海

雷根学的是理科，一度从
事互联网运营，2024 年 3 月，
找副业的过程中，他无意中发
现给老年人写回忆录能赚钱。

当时他正在观察代写行
业，发现代写行业客单价高的
有三类：市场调研报告、商业计
划书、老年人回忆录。但前两
者都需要成为专家，了解细分
行业，而老年人回忆录不需要。

写回忆录收入也不错。
他了解到，包括排版、印刷在

内 ，回 忆 录 万 字 收 费 在
3000-6000 元之间，一部 5 万
字的回忆录可以收取3万元。

他前往小红书上搜索，发
现几乎没有相关信息，由此判
断“这个领域是蓝海”。他决
定抓住机遇，半年以来，他已
经为三位 70岁以上老人完成
了回忆录，最长的一本7万字。

几乎与雷根同时，自媒体
人胡晓莎也进入了这个赛
道。胡晓莎曾是一名中学英
语老师，还做过外贸和文案写
作。在社交媒体注意到给老
年人写回忆录这种“新兴工
作”后，她没有犹豫，与一名80
多岁老人签下合同，同时发掘
着几个“潜在客户”，正在积极
洽谈。

一位业内人士说，自己只
有初中学历，“但是写回忆录
不需要是中文系这样的科班
出身，也不需要文采斐然，能
平实地把事情叙述出来就
行。”他还透露了行业机密：

“最关键的不是写，是怎么接
触到老年客户。”

行业机密

业内人士给出了具体建
议：谦逊起步，先找到第一个客
户，完成第一本，要价可以很低，
甚至免费。要点是找到那种“退
休待遇好、对自己过去经历很自
豪”的老人——“人都有圈子，突
破一个，再顺藤摸瓜，后面就好
办了。”

此外，他还提议去老年旅
游团、社区活动中心等老年人

活跃社交的地方，展示自己的
名片、宣传册或写好的样书，

“还可以送一些小礼品”。
在那些宣传“写一本收入

3万”的社交网络热帖中，可以
以介绍费分成的形式合作的
获客渠道五花八门，包括并不
限于“夕阳红旅游团”导游、广
场舞领队、葬礼策划师。

最近水楼台的还是本身
就在养老赛道的人。他们中
有些会在代写回忆录广告中
备注“可提供家政增值服务”，

“包括上门打扫卫生、陪诊、陪
伴旅游、聊天谈心等”。

雷根的合伙人丁龙龙人
在南京，本科学的是护理，离
开医院后，他加入了一家长护
险定点养老服务公司，培训护
理失能老人的护工，有了近距
离接触很多老人的机会。他
也注意到这个商机。虽不是
科班出身，但蓝海时期，核心
竞争力不在“卷科班”——此
刻丁龙龙正在为一位叫赵明
才的老人写作回忆录，赵明才
是雷锋战友，对自己的人生经
历深感自豪。而丁龙龙之能
成为被选中的写手，主要原因
在于他供职的养老服务公司
曾上门服务赵明才的家人。

饥饿、战争和历险

人在成都的赵宇希曾是
媒体工作者，2018年开始给老
人写回忆录，三年后开设了自
己的“朝花夕阳”回忆录公司。
他已经为三十多位老年人写
过回忆录。一本6-7万字、200
多页的回忆录，他曾经的收费
是 3-10万，如今降了，大多是
1-3万，面向普通老百姓。

他说自己最初入行是因
为外公的去世。赵宇希从小
被外公带大，两人感情很深，
但当外公去世后，他发现自己
根本不了解外公的人生。两
年后，一个朋友找到他问他是
否愿意为一位老机械技师写
回忆录，他就答应下来。

老人对回忆录能否出版

也不是很在意。尽管赵宇希
找到了合作的出版社，但他发
现，老人主要想给身边的人
看，不想卖钱。

赵宇希经手的三十多本
回忆录里，主角常常是老红
军、老警察，主题常常关于他
们年轻时经历的饥饿、战争和
历险。

“中国 65 岁到 90 岁的老
人，一生经历的历史变化是惊
人的。这批人去世后，80后、90
后的回忆录肯定没那么好看
了。”雷根表示。而赵宇希代写
的每本回忆录的序言中，都有对
这种巨变的感慨。

回忆也是情感释放的过
程，老人们仿佛重新身处逝去
岁月，叙述常被激动情绪和泪
水打断。

人生的童话版本

如何保证回忆录的真实
性与准确性？这是每个回忆
录撰写者都要面对的“天问”。

答案是无法保证。记忆
本身并不可靠，更重要的是，
人们总是下意识讲述一个内
心希望成为版本的自己。

记录者总会遇到这样的
情景：叙述中一个关键点有空
缺。无论怎么问，对方都不肯
说。最终对方勉强简单提及，
但很明显，是加工后的版本。

有时对方如实说了，如何
处理也是问题。“人有时做的
一些事没那么光明，比如贪点
小便宜，整点什么人，干点其
他坏事情，很常见，但是又不
好这样写。”一位回忆录写手
在工作中见识到，人会或大或
小作恶，甚至自鸣得意。比
如，一个回忆录传主叙述自己
如何为了得到补贴做“不太好
的事情”，“他想表示的是，自
己有多聪明”。

这时如果对方身边有家
人，家人会拦着不要往下说，
但兴头上的老人“拦都拦不
住”，访谈人员只有尴尬听完，
在录音里悄悄说一句，“这段

不写”。
赵 宇 希 举 了 一 个 例

子。“就像拍婚纱照，你化了
非常浓的妆，你觉得妆是满
意的，你会指责化妆师吗？
这是属于他个人的回忆录，
我们仅仅是帮助他完成心
愿的服务者，追求的是他满
意。”

最终传记作者们意识
到，他们是在陪老人写一个
人生的童话版本。

情绪价值

对老人来说，写一本回
忆录，价值不仅来自最终的
文稿，也来自撰写过程得到
的耐心倾听。这往往是从
家人身上很难得到的。

赵宇希写的大部分回
忆录都是由传主子女出
钱。对子女来说，这是一个
孝心礼物，同时他们也觉得

“老人去世后可能什么都留
不下，就想留下一些回忆”。

“很多老人不擅长使用
手机，没法做自媒体，请人
写回忆录就是他向世界宣
告自己来过、表达存在感的
一种方式。”赵宇希说。“首
先，这个老人想倾诉。其
次，他想把自己一生的经历
写下来，告诉自己的子女。
最后，他想把他的人生经验
汇总成类似于家风一样的
东西，传承下去。”

胡晓莎观察，新冠疫情
后，老人对回忆录的需求大
大增加了。“可能疫情对老
年人冲击很大，他们对人
生、生命有了更多的思考。”

“给老人写回忆录这个
产业，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赵宇希调研得出的数据是，
在成都这个 60岁以上人口
300多万的城市，愿意花钱
请人写回忆录的老人所占
比例，在万分之五到千分之
一之间，“我觉得，未来回忆
录可能发展成像婚纱摄影
一样庞大的行业”。 陈默

代写回忆录
会成为新的
“银发经济蓝海”吗？

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
龄化社会，“银发经济”被
认为是下一个超级风口。

老年人节俭，但愿意
在情绪价值上消费，比如
购买健康长寿的感觉（保
健品，有时会掉入诈骗陷
阱），被陪伴的感觉（直播
间等，有时也会掉入诈骗
陷阱），以及雁过有痕、一
生没有白活的感觉（回忆
录）。

2024 年 ，一 大 批 人 从
各 行 各 业 加 入 这 个“ 风
口”。他们中有找兼职的
白领、谋求转型的自媒体
人、养老行业上下游从业
者和每一个风口都摩拳擦
掌的投机者……像以往的
每个真假风口一样，随之
而来的还有“内容创业”与

“知识付费”——社交媒体
上不断涌现“写一本净赚 3
万”等流量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