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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正在德国留学的崔馨月回国休息，

忽然收到一位保安大叔的委托，请她为自己不幸去世

的儿子写份悼词。由于得到过保安大叔的帮助，出于

感念之情，崔馨月完成了嘱托。事后，她在社交媒体

上记录了此事，没想到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找来，想请

她为逝去的亲人写悼词。一年多来，崔馨月已经写下

47份悼词，慰藉了众多人的心灵。

要知道市面上代写悼词的机构不少，可为什么看

起来“非专业”的崔馨月会得到那么多逝者家属的信

赖呢？关键在于她的用心和真诚。

不同于一般的应用文，悼词不是冷冰冰的。它在

总结逝者一生的同时，需要承载生者对逝者的追念，

既让逝者安息，也让生者的情感有个出口，情绪得以

安顿。这不是按照套路写就能达成的。可以看到，崔

馨月会耐心地倾听家属讲述，条件允许还会当面交

流，随后在理解逝者和共情生者的基础上写出悼词。

而整个过程，其实是对逝者的告慰，并对家属构成了

一种疗愈。

此情此景让人联想起意大利电影《寂静人生》。

影片主人公约翰是一名社会工作者，职责是为孤独死

去的逝者寻找亲人，然后安排葬礼。为此，约翰费尽

心思“摇人”，哪怕只找到一位亲人，也能让逝者走得

不那么凄凉。此举的意义已然超越葬礼本身——重

要的不是葬礼是否隆重，而是在寻找亲人的过程中逝

者的生平得到揭示，原本被遮蔽的人生被照亮、被看

见、被叙述，从而获得一个有尊严、有温度的终局。

崔馨月的作为与之异曲同工。她呈现了逝者虽

然平凡却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并为之画上圆满的

句点，同时也是给家属一个交代，留下一份纪念。

这也在另一个层面给予我们启示。在人工智能发

展日新月异的当下，“AI取代人类”已成为全社会的普

遍焦虑，崔馨月的经历却提醒我们：人类可没那么容易

被AI“平替”掉。接受媒体采访时崔馨月如此描述自己

和逝者家属沟通时的感受：“作为真人的安慰，笨拙一

点或者没那么面面俱到都不要紧，意义就在于那是来

自另一颗心的温度。”而这恰恰是AI所不具备的。

时至今日，即便是“具身智能”，也只是对人类身

体组织的模仿，而无法在生物学意义上和人类同日而

语。这决定了AI不可能拥有“一颗心的温度”。你大

可让AI写一份面面俱到乃至声情并茂的悼词，但它

不会和你产生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连接，更不会走心，

以达到安抚心灵、安顿精神家园的效果。

AI再进步，也无法消解人类对情感共振的渴求；

算法再精妙，也替代不了生命与生命之间那份带着体

温的温柔注视。在这被数据洪流裹挟的时代，崔馨月

这样的年轻人却以最原始的方式——倾听、共情、书

写——点亮情感的微光，守护生命叙事的温度，实在

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用“一颗心的温度”，守护生命的叙事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特约评论员 唐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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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大学生就业话题总是绕不开一个高频词

汇：脱下长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学历青年就

业心态的转变，他们放开手脚，甘于在不起眼的行业

闯一闯，尤其是那些与“读书人”形象相去甚远的岗

位，如较多脏活、累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说起

家政，仿佛就是保洁和保姆的代名词，但如今在很多

大学生眼里却不见得。

在广东广州一所211大学的春季招聘会上，一个

家政公司设置了只面向应届大学生的家务助理岗位，

要求住客户家里，月休四天，根据晋升机制的月薪区间

是八千元至三万元不等。100个名额短时间内被迅速

招满。这一反差感极强的现象，与2024年11月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家政服务

业产教融合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相契合。《意见》中

就提出“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进入家政行业”。国家发

展改革委数据显示，初步估算家政用工缺口超过2000

万。由此可见，家政行业是尚未填满的就业蓄水池。

一般人不理解，为什么号召大学生进入这个原本

多见于中老年群体的行业？一位从事家政行业的年

轻人说，年轻家政工和保洁阿姨的最大区别是学习能

力和沟通能力。比如随着智能家电的普及，客户家里

的电器，阿姨可能学很久也未必记得住。自2003年

吉林农业大学开设我国首个家政学本科专业以来，家

政行业一直在职业年轻化和科学化的进程中。2025

年2月，教育部更将家政学列为鼓励增设的“民生紧

缺领域急需专业”。随着消费需求转型，家政行业划

分出了高低端不同需求的市场。相较于以往只集中

于保洁功能的粗放式家政概念，母婴照护、儿童教育、

老人护理、专业烹饪、整理收纳、高级管家等越来越多

的家政细分岗位不断涌现，由于其对专业性要求更

高，存在人才短缺局面，大学生需要填补的正是这一

高端市场。

而就此将从事家政的大学生笼统理解为“高级保

姆”显然也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对“科班出身”的群体

而言。家政学属社会学分类，所学专业知识还能从事

家政经理人、社区服务站站长、家政讲师等管理类岗

位，进一步开辟家政岗位的“蓝海”。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老话不假，但似乎又进了一步，光家政一

行，就能出不少种类的状元。

无论是打算发展至管理层，还是自立门户创业，

抑或是坚定在一线服务客户，大学生似乎都选择了同

样的起点。他们通过培训和下户锻炼，用实践检验着

自己的决定，也用经验增长着才干。而这一点，不仅

出现在家政行业，譬如眼下一些选择在火锅店端盘子

的大学生，为的是有朝一日开出自己的店铺；又如骑

着电瓶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送外卖的大学生，也在积累

着物流管理、市场需求等方面的经验……

职业本无贵贱，但依世俗之见，一些岗位在社交

和婚恋市场中确实处于弱势地位，也很难符合“寒窗

苦读”的心理预期和长期规划。让人欣慰的是，越来

越多的大学生拆解社会就业分工之间的矛盾，摒弃陈

旧观念，着眼民生需求，在平凡岗位上锻造自我价值，

也为行业赋予新时代的意义。毕竟，呼吁为外卖骑手

缴纳五险一金、给保洁人员配置休息室的，也往往是

这样一群年轻人。

“脱下长衫”的大学生，改变职业刻板印象
【文/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总结起来很简单，就是一句

话：骑共享单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近日，“年轻人开始自带了”被热议。什么是“自

带”呢？简而言之，就是去咖啡店奶茶店自己带杯子，

去餐馆拎着保温壶装酒水饮料。这其实对父母一辈

来说是不稀奇的，老上海人有“零拷”的习惯，顾客可

以拿着自带的容器，想要多少就买多少。柴米油盐酱

醋茶，万物皆可“拷”。但是主角成了00后就很有意

思了，有人说这是一次血脉觉醒。

这是“消费降级”吗？从最直观的结果来看，“自

带”确实是省了一笔钱。但这种节省的本质已发生根

本性转变：父母辈的“省”缘于物质匮乏，年轻人的

“省”则更多是主动选择。这种消费模式与其说是降

级，不如说是消费主义的祛魅——将省下的物质成本

转化为自我投资与精神滋养。

而且这样的“人间清醒”不在少数，小红书“自带主

义”有9万+条笔记。在评论区，不少年轻人分享自己

把“省”下的钱，用于“刚需”，比如，投入知识、技能学

习；游学旅行、开阔视野；增加教育、养老等长远投资，

或者是集中于演唱会、比赛等“高情绪价值消费”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绿色消费激励

机制，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

此背景下，“自带”是年轻一代对可持续生活理念的生

动践行，值得社会予以积极肯定。

年轻人喜欢自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奶

茶店随手给的饮品袋，被打工人开发成“万能生存装

备”：装饭盒时能保温，用脏了直接丢弃也不心疼；出

差旅行时变成泡脚神器；更绝的是，拍照时它能化身

反光板——撕开内层铝箔纸就能给面部补光；下班时

往袋里塞点杂物，大摇大摆拎着出门，同事还以为是

去扔垃圾了，结果竟是一去不复返。这些被戏称为

“当代破烂”的包装袋，在实用主义与幽默精神的加持

下，是当下青年对自我、对生活的认真对待。

对于商家而言，如何适应这一趋势，成为需要思

考的问题。在基础设施上，门店可以增设可拆卸式自

助清洗台，让自带容器用户享受“无缝衔接”的清洁体

验；在服务上，可以为“自带派”累计环保积分，同时设

计可折叠硅胶杯套、限量款保温收纳袋等周边产品，

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品牌记忆点，让绿色环

保深入人心。

我们也要看到，在经济状况不确定的前提下，面

对一系列“种草清单”，年轻人确实也存在不敢花、不

愿花的客观事实。因此，社会发展应尽可能为年轻人

的成长创造机遇，在就业、住房等方面提供保障和托

举，让年轻人在“敢花”与“能存”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

衡支点。

“自带”是年轻人的人间清醒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评论员 陈嘉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