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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操作来钱快 文笔不好也能写

代写回忆录成银发“风口”
“写一本净赚3万”“一年实

现10万副业不是梦……”近日，

为老人代写回忆录的经验帖突

然火了，种种描述下，这一行俨

然成了“银发经济”的新风口。

如同过往数不清的“真假风口”，

随之而来的即是一波“知识付

费”生意。在为宣扬的“火爆”动

心前，观望者还应多做了解，谨

防还没入局便被收割。
帮老人制作一本回忆录，大概

要花多少钱？记者询问了多家开展
相关业务的公司、工作室以及可“接
单”的个人，发现价格跨度很大。每
千字从两三百元到千元左右均有报
价，显得相当随意。访谈方式大多
通过视频软件、语音软件等线上进
行，篇幅短的话，安排一个半天，长
些的话分为数次进行。

买家也可以给出预算，由写作
方出一份相应的方案。记者以
10000元预算为例，得到的方案大概
是，1.5万至4万字不等的“电子书”，
包含封面设计和内页排版，不包印

刷。更便宜的价格也有，有写手推
荐用AI写作，套上通版框架，几千
元钱就能做一本。

回忆录“赛道”突然火热，但给
老人写回忆录其实并不是新鲜事
儿。早在十余年前，北京就曾兴起
为老人写回忆录的公益项目，以政
府购买形式，由社工志愿团体提供
服务。爱行志愿者团队、北京先河
社工服务中心，当时均参与过类似
项目并接受记者采访。

以“爱行”为例，与朝阳门外街
道合作，于 2012年起，用 6年时间，
为 25名老人撰写了回忆录。负责

人于辉介绍，志愿者都是三到五人
一组服务一位老人，利用周末时间
听老人们回忆往事，每份回忆录需
要1年左右才能完成。

先河社工则是与回龙观和霍
营街道合作，于 2015年为 50位老
人完成了长短不一的回忆录制
作。负责人王世宏回忆：“我们那
会儿哪有什么AI，都是先去老人家
里采访，回来后查阅大量的传记和
史料，把历史和人物脉络搞清楚，
再一个个字写出来，配上照片装订
成册。让老人、家属都满意，可没
有那么容易！”

写回忆录“老赛道”忽然翻红

服务老人 想写好实难“高效”

公益项目如此，作为赚钱的
营生呢？在出版社工作的采微，
今年偶然看到一位博主在做“老
人回忆录”，受到触动，便也进行
尝试。目前，她操作的回忆录已
经写了三四万字，定价相比她关
注到的博主算是实惠，“总共就收
了两万多元。”

采微告诉记者，是老人的外孙

通过私信联系的她，对方是开外贸
公司的，很有经济实力。“老人很多
事记不清楚，好在以前写过很多文
章，对自己生平有过一些记录，在此
基础上操作会稍容易些。”

即便如此，项目推进也较为缓
慢。“比如家族中、子女间有些事情
老人可能不太愿意讲，叙述过程中
思路也没有那么清晰，你没办法催

促，急不得。另外我写的时候还要
查一下当时的年代背景，揣摩老人
的心理和表情，关注一些他没有说
出来的情绪。”采微感慨，面对老人，
从头到尾做下来实难高效，她已经
进行了两个多月，还没有完全结束。

记者咨询的报价中，最贵的是
一家开设网店的文化公司。店主透
露是请作协的老师来采访写作的，

收费为每千字 1000元。以一本 10
万字的回忆录为例，前后制作要半
年时间，收费约10万元。“这就是一
分钱一分货，很多便宜的都是AI生
成，根本就不怎么采访。”

“除非是很快采完、很快写完，
对方又很满意，那客单价或许是可
观的。”采微分析，可能有家属也读
不出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获客不易 入局者抢成一团

抛开内容上的良莠不齐，潜在客
户寻找，其实是更大的难题。在“爱
行”团队和先河社工当年的公益项目
中，不少受访老人都是团队一再邀请，

“盛情难却”下才敞开心扉的。公益项
目都如此，让老人自费掏出几万元就
更难了。王世宏分析，像老干部、教

授，知识分子等，实在想写可能自己就
写了。采微5月中旬开始在社交媒体
上“发力”，不过到目前也只写了一本。

“关键的不是写，是怎么获得老
年客户。”有从业者如是称，线上推
广的话，看到的可能多是老人的子
女、孙辈，始终隔了一层。想要直接

接触老人，还得搞“地推”，瞄准“有
钱的大爷大妈”。一些招“助手推广
员”的帖子则称，有过导游带老年团
经验者优先、能和广场舞阿姨打成
一片者优先、认识私企老板或国央
企退休职工者优先……

令采微哑然失笑的是，目前客

户还没见着太多，但每当有粉丝在
她的评论中提及“想给家里老人
写”，就会有另外的博主回复或发去
私信称，他的收费更低，让粉丝去找
他写。“竞争老激烈了！有种还没酝
酿出什么实在客户的时候，想做生
意的人就自顾自抢成一团的感觉。”

醉翁之意 包装后引流卖课

“在小县城帮退休老年人写了
3本回忆录，收入够买一辆车。”“我
最困难的时候靠给老人写自传赚了
18万，文笔不好的可以试试”……
社交平台上的经验帖，为什么总是
传递出“轻松赚大钱”的感觉呢？

“我不能说人家一定是假的，只
能说，真实性存疑，推测是出于流量
考虑吧。”采微感慨，最离谱的是她

曾见到一个博主，原封不动抄了她
的文案，只将个别词改了改。

不管是否容易赚钱，先将其包
装成很赚钱的样子，再围绕“教别人
如何去做”来做生意，倒是一些博主
的现实思路。一份某博主“初中毕
业，代写回忆录月入 2万”标题下，
培训课包正在火热销售。该课包标
价 298元，目前显示已售 37份。一

位只写过 3本回忆录的写手，更开
办了数期AI+回忆录写作训练营，
培训百余学员，每人收费 499元。
对此有评论戏称：“已经脑补出录音
笔直接转文字，再扔给大模型整理
的一条龙了。”

也曾有人联系采微，称自己是
做AI的，可以谈合作一起接单写回
忆录。“我是出于兴趣想自己写的，

就没有理会。”在她看来，真正用心
在做这一行的人，文笔也好，是可以
稳定地获得不错收入的。“只是过程
和周期远不如宣称的那么顺利，因
为老人确实太慢了！要说是风口，
可能还得好好琢磨。否则想靠这件
事很轻松地赚很多钱，似乎不存在
一个好的商业逻辑。”

（据《北京晚报》魏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