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 文 案 就 要 直 击 人 心 ，令 人 秒
赞。 奥美前首席文案，被誉为“文案女
王”的林桂枝倾力相授，浓缩众多爆款
文案背后的创作技巧与心法，详解对于
文案和时代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并辅以
大量的文案创作实例，手把手教你写出
秒赞好文案。 本书内容你既可以现学
现卖，也可以花精力深度学而增长文案
功力。

作者林桂枝，北京奥美首席文案总
监，自创作“有空间就有可能”系列广告
起，就被奉为无数文案、广告人的偶像。

本 书 收 录 29 个 尼 尔·盖 曼 经 典 短
篇，写尽人性中的爱、嫉妒、贪婪、自私、
恐惧和悲伤。当天堂发生谋杀案；当“白
雪公主是好人”是一个由公主讲述的谎
言；当世上不再有动物可吃，只有婴儿可
供选择；当恶魔吃掉男孩，以男孩之名走
进 人 间 ；当 性 别 可 以 借 助 药 物 随 意 转
化……翻开《烟与镜》，看得头皮发麻的
同时，原始的人性一览无遗。

作者尼尔·盖曼，当代大师级英国幻
想小说家。代表作有《美国众神》《北欧
众神》《坟场之书》《星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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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红色经典重温红色经典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
中，以自身的先进性和民族自觉，在砥砺
风雨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奇迹。
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不懈拼搏史。《大党魅力：推动
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以此为题旨，追溯
中国共产党的奋进历程，揭示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背后的磅礴力量。

全书从民族复兴大任为什么会落到
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
拥有无坚不摧、无难不克的力量等十个方
面，全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伟大成就
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
趋深重，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
强，中国共产党自觉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
命的实践相结合，不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
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而
且，还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征程中，书
写了新时代的辉煌。为什么自鸦片战争以
来，各种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各种争取民
族独立、谋求国家富强的政治势力，都没有
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任人蹂躏的
落后局面，而唯有中国共产党能肩负起历
史的重任，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作者
在简要回顾中国风云激荡的近代史，深刻
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经验教训时

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强大的思想武
器，崇高的信仰是其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为理想而奋斗、不怕牺牲、坚持到底的精神
是其强大的信念支撑。”正是这种思想武
器、动力源泉、信念支撑，塑造了一个无坚
不摧、无难不克的中国共产党。

全书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长史为
线索，聚焦党的一大、南昌起义、红军会师、
五次反围剿、西安事变、解放战争、新中国
成立、独立自主搞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反腐倡廉、全面深化改革等大事
记，回溯在各个时期，党科学运用马列主义
先进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非凡
实践中，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同时，系统
剖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顺应时代大
势，赢得全中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百年
峥嵘岁月中，创造出惊天动地的恢弘伟
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
能秉持自我革新和科学扬弃的态度，致力
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实事求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怀揣着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战胜
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难关，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世界谋大
同，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
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百年的建党史，有理论探索上的困
顿，有成长斗争中的欣悦，有革命事业中

的艰苦跋涉，也有经济建设中的一路昂
扬。身处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
是能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活学活用，确保中国这艘巨轮不掉队、不
偏航。从创立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
路，到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建立独立自主
的人民共和国；从一心一意搞建设，到果
断应对东欧巨变；从成功经受亚洲金融危
机，到制定“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从坚
定“四个自信”，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党
不但善于总结自身的成长经验，还善于从
世界其他政党的荣辱兴衰中汲取教训，化
为治国理政中的高瞻谋略。正是这份清
醒和坚如磐石般的定力，让中国共产党在
面临纷繁复杂的局势时，自始至终都能做
到临危不乱，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
强本色，化危为机，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阔
步向前。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科学谋划，制定
了高质量发展的治国方略，开启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的
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百年峥嵘绽光华。新的使命，新的担
当，新的作为。面对这场新的大考，中国
共产党一定会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和人
民的答卷，而其众多的答案，就写在《大党
魅力》每一个字里行间。 老刘

我与山西作家有缘。
之前是在《文学自由谈》里结识韩石山

老师，2019 年又与一批山西作家一起参加
中国作协雾灵山创作之家的文学活动。那
次，20 人的团队，山西作家占了三分之一，
他们的创作各有“绝活儿”，而憨实内敛又
不乏俏敏的房光，就在其中。

自此就断续读到房光的一些中短篇小
说《外面》《小凤》《麻绳》。每读都有一个强
烈印象：他的小说活脱脱就是从泥土里钻
出来，文字叶片上还残留着泥土的清气、牲
口的咩叫、灶台的灰烬和滚圆的露珠，总
之，这是一个把小说种在泥土里的人。最
近，他又从泥土里“捞”出一个短篇——《红
莲》（《山西文学》2021 年第 2 期）。读之，更
不平静了——小说展现的，是一个残忍却
有趣的人性真相。

一万多字的小说，容量不大，却讲了一
个将心灼疼的故事。主角是农妇红莲母
女。红莲出嫁没出村，娘跟着两个哥哥生
活。初时的娘，极典型的中国传统母亲，尽
可把诸如“勤劳善良”“任劳任怨”“甘于奉
献”等加之母身。父亲早已下世，两个哥哥

“老婆孩子一大群，都种着几十亩地，娘不
想拖累他们，至少是要尽可能少地拖累他
们，地里有了活儿，就一个人去下地干活
儿”。然而，终于在这一天，娘在割黍时晕
倒在地，直到天黑才被儿子寻来背回家。

这时，红莲出场了。她这瓢“泼出去的
水”立即释放出作为“贴身小棉袄”的强大
暖意：一番寻医问药之后，她心里对娘的病
有了底数。再把两个哥哥叫到一起，他们

“事先没料到娘的病这么咬手，脑子有点反
应不过来，蹲在地上一个劲儿抽烟”，“戏

份”就来了——“人老了病了，通常是家里
有几个子女轮流转，一家三两个月，转了这
家转那家”，显然，此时哥哥们觉得红莲也
是此意。然而，他们还真低估了妹妹，红莲
义无反顾地把娘接到自己家，并交代两个
哥哥种好娘的那份田地，哥哥们听出妹妹
的安排，顿时如释重负。

红莲自始至终把娘当作了重病号，完
全卧床，最为突出的两点：虽娘并未到不能
自理的程度，但她坚持用小勺喂药；最让娘
不能接受的，红莲宁可跟娘翻脸也要让娘
在炕上“解大手”。至于每顿饭绞尽脑汁地
为娘增加营养更是做到极致，她把自己与
丈夫女儿吃的饭完全跟娘所吃的区分开
来，哪怕娘极不习惯，更难适应，但红莲固
执地坚持，从炒豆腐、下荞麦面到凉粉糖包
炒鸡蛋，而她和丈夫孩子则吃豆面贴饼和
萝卜条山药块儿。

渐渐地，就开始“戏剧“了。谁说娘不
习惯被红莲“超规格”的孝敬？还有一句话
呢：习惯成自然。这不，娘最初还不好意思
自己吃炒豆腐，到非常自然地吃炒鸡蛋，这
天，“自然”也被娘打破：她要吃肉！红莲想
到了院里的鸡。

娘把一只鸡“差不多全吃了，还喝了两
碗鸡汤”，但也是从此开始，“娘的性情变
了”，浑身是病，红莲要“忙不迭地就给娘头
上敷块热毛巾、腰部垫个枕头、捶捶背、揉
揉腿、捏捏肩啥的”，接着，娘“一天比一天
古怪，看见的都不顺眼，听见的都不顺耳，
闻见的都不对味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好像
专要找茬儿闹别扭”，吃饭时“不是盐多了
盐少了，就是碱大了碱小了，要不又是太迟
了太早了。红莲做下面条，娘要吃贴饼。

红莲做下大米，娘要吃凉粉。红莲做下搓
鱼儿，娘又要喝稀粥。红莲洗锅涮碗声音
大一点儿，说话声音高一点儿，走路慢一点
儿，娘就不依了，硬说红莲这是嫌弃她摔打
她”……

至此，孝顺闺女红莲依旧安慰自己：娘
有病，心情不好，累就累点吧！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作为儿女，谁还去计算过爱的
技术含量？显然，既为爱，既是亲人，况为
母女，付出就是了，没人去掂量爱的后来。

可是，不掂量，不等于就没有“后果”。
红莲的一味善待，娘变本加厉了。此时，迎
来了红莲的第一次反思：“娘变得不像娘
了，我把娘惯坏了”。于是她尝试改变，让
娘自己喝药，痛心的是，娘已经回不去了。
她怕娘再闹腾，只好继续喂药吃肉。当然，
这也没能阻止娘的闹腾，她甚至半夜把红
莲叫醒，非要看电视，要看老戏，要把声音
放大，一旁的女婿和外孙女就像空气。

于是，红莲“隔三差五就要杀一只鸡，
给娘吃鸡肉喝鸡汤”。

鸡，终于快杀完了。已经捉到手的一
只肥美的母鸡实在不忍下手，红莲又把它
放了。她给娘买来五花肉，“红棱棱亮晶晶
的，看上去就香”，然而，娘尝了一口，立即

“呸”到红莲身上：这是猪肉！那架势，猪肉
根本就不能是肉！红莲软声相劝，娘“眼皮
都没撩一下，一副不吃不喝要活活饿死的
样子”，然后，气急败坏地把碗打翻在炕上，
洒了一片，一头撞在墙上，一边拿头撞墙，
一边干哭，长一声短一声嚎叫……

一个曾经“勤劳善良”的娘，竟对着女
儿全家轮番上演撒泼撞墙的闹剧。怎么
来的？是的，红莲哪能意识到，她的爱，被

一种披着美好外衣的惯性拖进了人性的
黑洞。

为何红莲给了母亲太多太多的爱，反
而一地鸡毛？

其实始于人性本身，既有月亮的清辉，
又有月华中的斑影。爱在人性的真相面
前，渐渐失真，又是那么藐小。在一种恶的
惯性浸蚀下，爱与被爱的双方，渐渐变得无
奈，无力，以及后来的愤怒挣扎，直至后来
的狰狞模样。人性，有时是经不起细看的，
它有时那么可爱，有时却匪夷所思。

人际关系中，即便亲人，尊重意味着距
离，距离意味着安全。

人性，并不总是“光辉”的。社会发展
到今天，人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还有不同于
以往的一种爱：惯纵和宠溺。但平时的我
们，多是提醒母亲对子女过分的呵护，反爱
成害，房光的《红莲》反其道而行，来了个角
色置换，女儿“娇惯”母亲，这不得不令人思
考：两代人之间，该如何相处，把握一个怎
样的分寸？

人人都渴望被照顾、被爱，在这个关键
点上，人人都很脆弱，甚至很孤独。这样一
来，我们往往无限夸大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的重要性。别人，特别是亲人，离开我们都
不能活，或者活得极糟糕，于是总是温柔地
将自己的爱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
我们的亲人（或爱人）罩得难以喘息，直到
谋划逃离。

爱再美，一旦无法与人性“耦合”，就不
那么妙了。

房光通过《红莲》告诉我们，有时，爱的
“后来”，极为恐怖。爱而不当，即为灾难。
看来，爱，还真是个技术活儿。 刘世芬

——读《大党魅力：推动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读房光短篇小说《红莲》

百年峥嵘绽光华

爱的“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