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咱洛阳街头有卖“后悔药”的！
一同“上架”的，还有为吃货准备的“海吃不肥丹”、专供学渣的“学霸补脑丸”……
别急着掏钱，且听摊主说个明白：这些“灵丹妙药”没药效，自己卖的不过是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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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不是没有‘后悔药’吗？看，这儿还真有卖‘后悔
药’的！”4日，《洛阳晚报》记者在老城区丽景门见到了这一
销售“灵丹妙药”的摊位，从这儿路过的人大多忍不住凑到
摊前一探究竟。

“后悔药”“脑残片”“学霸补脑丸”“卖萌咀嚼片”“剩女
脱单片”“含笑半步癫”……“灵丹妙药”的名字各不相同，
外包装与药店所卖药品有几分相似。

“这真能治病？”一名顾客询问。
“按疗程吃，效果更好！”摊主的回答，把不少围观顾客

都给逗乐了。“当然不能治病，这里面放的都是成板的奶
片，是我另外买来装进去的。”摊主补充说道。

摊主说，他的“灵丹妙药”一共有21款，按销售量来看，
“脑残片”“艳遇灵”“海吃不肥丹”“卖萌咀嚼片”“一见钟
情散”等最为畅销。

摊主名叫孟庐陵，今年24岁的他2013年毕业于洛阳
理工学院，所学专业为平面设计。对文化创意产业感兴趣
的他，曾两次参加中国·洛阳（国际）“三彩杯”创意设计大赛
并获奖，“灵丹妙药”的创意和外包装设计均由他一手包办。

“今年3月有了初步想法，4月我用了3天时间把‘灵
丹妙药’的名字和外包装设计出来。”孟庐陵说，他爱逛网
络论坛，制作“灵丹妙药”的灵感其实来源于网络文化。

这些“灵丹妙药”第一批有6000多盒，结果第1个月
就卖掉一多半。除了摆摊销售，孟庐陵的“灵丹妙药”还
通过网店销售，客户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宁夏、湖北、陕西
等省份。

孟庐陵认为，丽景门所卖商品多和洛阳本地文化相关，
但做网络文化的不多，这就是他的优势。“新鲜感会消失，但
创意不会消失。网络流行文化更新速度快，但我可以结合
热点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新设计。文化衍生品卖的就是创
意，新奇好玩的创意要大家一起分享才更有趣！”孟庐陵说。

□记者 付璇 文/图

近日，一条“洛阳街头现‘灵丹妙药’
摊位”的微博引来不少网友的围观和评
论。在这条微博的配图中，该摊位上摆放
的“后悔药”“学霸补脑丸”“卖萌咀嚼片”
等“灵丹妙药”格外吸引眼球。网友们议
论纷纷：这些“灵丹妙药”管不管用？

有人卖“灵丹妙药”，有几种还挺畅销

市工商局一名工作人员提醒，文化创意产品深受年
轻人喜爱，但设计者和销售者也要对广告法、食品安全法
等相关法律有所了解。文化创意产品的外包装必须由设
计者亲自设计，不能与已经注册的产品过于相似。“灵丹
妙药”并非真能治病的药品，销售者在售卖或宣传时必须
向消费者说明。此外，如果外包装和里面的产品并非“原
配”，销售者一定要注意所进产品的质量及生产日期等，
并保存好正规的进货手续。

洛阳师范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建松表示，目
前正提倡全民创业，文化创意产品的从业者中以设计专
业毕业生居多，但资金一般会成为此行业创业者的瓶
颈。张建松提醒，如果有好的原创点子并能将其设计出
来，最好尽快申请专利或注册商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保
护自己的原创作品，另一方面也对创业者寻找投资有利。

摊主是个90后，卖的其实是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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