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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
越多老年人希望记录下自己的一
生，留下珍贵回忆。然而，传统传记
服务通常由专业团队完成，市场报
价动辄 10 万元以上，且耗时久，创
作周期通常需要半年以上，让不少
老人望而却步。如今，随着AI技术
的蓬勃发展，这一局面正悄然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敏锐捕捉到这一
需求，将AI技术引入回忆录创作领
域，使其从曾经的小众业务，逐渐演
变为一门充满潜力与温情的新兴生
意。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
这股 AI 助力回忆录创作的潮流正
愈演愈烈，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AI代写回忆录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生
意？又为家庭情感传承带来了哪些
改变？近日，记者展开调查。

“云存储”爸妈的人生 比
网盘更暖的“记忆U盘”

“我的父母因为意外去世了，想
写一份关于他们的回忆录，结果对
着文档憋了三天只打出‘我妈出生
于’这5个字……”95后如蓝（化名）
的心事，戳中了许多想为长辈记录
人生的年轻人。

就在如蓝几乎要被这种无力感
淹没时，她偶然发现某款人物传记
AI 软件。软件采用一问一答的形
式，不再是对着空白文档苦思冥想，
而是像一位耐心的倾听者，一步步
引导她回溯父母的往事。

你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
么？小时候生病，他们是怎么照顾
你的？那些如蓝以为早已模糊的细
节，在AI的引导下逐渐清晰起来。

“可以打字，也可以直接语音输
入，一天时间不够，第二天可以再继
续。”如蓝说。

本以为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但让如蓝意外的是，前后耗时不到
10小时，一本充满温度的回忆录样
本就生成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全
部花费不足千元。

如今，这本回忆录被打印出来，如
蓝放在了床头。“翻看时，我仍会恍惚，
仿佛他们从未离开。”AI技术不仅帮她
保存了记忆，更让思念有了归处。

辞职做“AI 记忆管家”
26岁姑娘靠“听故事”创业

“大厂代码写不出温度，但老人
的故事可以。”26 岁的许婷是这场

“记忆革命”的参与者之一。今年3
月，她毅然辞去高薪工作，将创业方
向锁定在AI回忆录领域。

“传统线下服务动辄数万元，周
期长达几个月，面访、录音、整理等
流程繁琐。”在许婷看来，人工撰写
回忆录不仅过程繁琐，且花费较大，

“我想用技术打破这些门槛。”

如何让老年人更易操作？许婷
决定采用一种别致的使用场景：接
受AI“采访”。

许婷设计的“小鹿光年”应用，
以“零门槛参与”为核心：用户无需
输入密码、无需下载、无需打字，只
需先录一段自我介绍，大约两分钟，
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专属大纲，包
括十个回忆篇章，每章3个主问题，
加上根据用户分享的内容，针对性
地提出一些追问。用户每次录一
段，系统再将音频转化为文章。平
均每章录制 10-20 分钟，总共生成
30章内容，最终形成一本文字量在
3 万至 7 万之间的个人回忆录。老
人可以边讲边加照片，写作节奏自
己决定，一周或一个月都行。

“这些机制的反馈很直接，不少
老人变得更愿意开口了。”许婷发
现，当回忆不再被视为负担，而是一
种被聆听的可能时，长辈们的参与
热情显著提高。

与其他同类小程序相比，许婷
打造的“家庭共创”机制显得尤为独
特与贴心。许婷介绍，由子女付费
发起创作后，老人能实时看到晚辈
的评论与点赞，系统也会对精彩回
答给出“您刚刚的讲述特别生动”之
类的即时反馈。这种双向互动不仅
提升老人的参与热情，更让回忆录
成为代际沟通的新载体。

在公测阶段，399元的价格让不
少人愿意尝试。许婷相信，随着产品
的不断完善和推广，会有更多家庭受
益于“小鹿光年”带来的温暖和感动。

专家：在技术与需求的交
汇处寻找支点

“这代年轻人正在用科技重构
孝道。”浙江财经大学企管系副教授
赵昶说，AI回忆录的兴起契合了年
轻人情感表达数字化与老龄化社会
的碰撞。

在赵昶看来，这项技术至少带
来了三重价值：打破传统回忆录的
时间与成本壁垒，让更多家庭能够
留存记忆；“家庭共创”模式促进了代
际间的深度情感交流；数字化载体为
家庭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

但赵昶也提醒，技术是工具，而
非万能钥匙。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充
分尊重老人意愿，也要警惕技术可能
带来的“记忆失真”问题，确保回忆录
的真实性与情感温度。同时，作为项
目运营者，回忆录涉及到大量个人隐
私，应确保用户信息的安全性。

“用AI为长辈制作回忆录这一
新兴现象，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式
来传承家庭记忆、增进代际情感，同
时也需要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谨慎对
待，充分发挥其优势，避免可能带来
的‘记忆失真’问题。”赵昶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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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不到千元 还能“家庭共创”

AI或“颠覆”传统回忆录市场

老年夫妻中，妻子照顾丈夫的
居多，不过也有一些男人，“包揽
式”地照顾妻子。或许在外人看
来，“宠妻”是很让人羡慕的婚姻
模式。可事实上，对于老年夫妻来
说，互相照顾才是长久之计。

故事1
被依赖的人倒了全家乱了

“我婆婆这个人啊，被公公照
顾得都变成小孩了，太依赖别人了
……”小张说，自她嫁过来开始，
基本没见婆婆做过饭，家里大大小
小的事情全是公公操心。特别是婆
婆腿脚变得不利索以后，更是事事
都依赖老伴，连上厕所都需要他来
搀扶。

小张和老公都很孝顺，为了减
轻老人的负担，专门请了一位保

姆，可老太太总是说保姆照顾得不
够精心，还是事事依赖老伴。婆婆
长期睡眠不好，晚上躺到床上，一
定要让公公给她按摩才能睡得着。
这样还不算完，因为婆婆有糖尿
病，晚上起夜的次数格外多，一个
晚上要去四五趟厕所，每次公公那
边还没有睡踏实，她就要喊他起来
扶自己去卫生间……

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一年
前，一向看起来身体比婆婆强壮的
公公竟然一病不起、溘然长逝。从
此，婆婆把对老伴的依赖全都转移
到了儿子身上，晚上休息时必须由
儿子和保姆一起陪伴。由于晚上整
夜休息不好，白天还要工作，儿子
累得多次犯血压高。从公公到儿
子，婆婆的过度依赖，其实已经影
响了整个家庭的平衡，成了他们家
当下最大的难题。

故事2
把老伴照顾得“退化”了

自从老伴患癌，每次到医院化
疗都是老李全程陪同。这次化疗结
束后，该输营养液了，可老伴却突
然闹脾气，说啥也不肯输，说是输
完容易恶心。

老李无奈，只好耐着性子哄老
伴：“你还记得不，上次化疗完你
没输营养液就回家了，结果回去后
好几天都没精神。再想想上上次，
你输了营养液，身体恢复得可快了
……”

同一病房的王女士夸老李说：
“有您的细心照顾，您老伴可太有
福气了。”

老李感叹：“我天生就是伺候
她的命。她跟我过了几十年，厨房

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洗衣机更是
碰都没碰过！家里那床单、被罩
啊，全得我换洗，就连孩子的衣服
破了也是我来缝补！”王女士忍不
住插话：“您也得让她锻炼锻炼，
万一哪天你身体不舒服了，她也好
照应您呀。”

老李一听这话，连忙摆摆手，
苦笑着说：“这事我可不敢指望。
她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还能照顾
我？唉，走一步算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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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方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另
一方几乎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种“幸福”是潜藏着巨大隐患
的。老年夫妻只有相互扶持，日子
才能过得更长久、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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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宠老伴也是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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