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木兰》与《八佰》作为疫情之后上映
的第一批电影，因为其电影情节涉及部分历
史，但又没有严肃地对待历史，成为了最近
舆论的风口浪尖。

《花木兰》为迪士尼所拍摄，不仅其选景
极度不考究，而且其剧情中对相关历史人物
的表现，充斥着浓浓的美式英雄主义，与之
前大众所期待的“迪士尼终于拍了一部与中
国相关的电影”相去甚远。而对《八佰》的指
责，更多的则是历史文化领域的相关学者，
认为《八佰》为了戏剧效果歪曲了部分历史，
指责的核心在为了使电影达到高潮，而杜撰
了上海租界民众的反应以及增加了许多没
有的历史内容，而这部电影的宣传却说自己
是一部历史片。

近些年，影视行业出现许多乱象，比方
说被各类媒体口诛笔伐的“抗日神剧”，以及
所谓的靠着“卖腐”为看点的流量明星出演
的低质量网剧。这种现象反映到历史类电
影就是导演选用一些大众了解程度较高，但

又不知道细节的历史事件，加以魔改。虽然
从艺术角度来看，整个电影剧情算是上乘之
作，但对大众却是一种误导。就拿《花木兰》
举例，电影上映以后，有人在讨论电影是不
是拍错了，木兰不是替爷爷出征的吗？于是
有人在微博上发起一个投票“历史上的花木
兰是替谁出征？”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选
择了爷爷，理由是《木兰辞》里有一句“愿为
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那部分人误把“爷”理
解成“爷爷”（中学语文没学好）。对于这种
编入教科书的文章尚且都有如此多的人误
解其真实含义，更不用说像四行仓库的八百
壮士了，大部分人对这件事的了解可能仅限
于知道这么一回事，但八百壮士是从哪里
来？撤回租界以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除
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基本上没人知道。

涉及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应该怎么拍，
其 实 央 视 在 多 年 以 前 就 已 经 给 出 我 们 答
案。拿《八佰》来说，它的其中一条剧情线以
一个被派往上海的新兵展开，这个切入点的

确足够优秀，但是为了突出战斗的惨烈以及
这个新兵随着战斗而成长，赋予这个新兵从
懦弱到独当一面的成长过程，从而推动剧情
达到高潮。但是历史上这一支军队是训练
有素的部队，相比起战斗过程，让观众知道
这支部队为什么要死守这座仓库显然比这
场战斗本身更有意义。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
娘，主要就是看大家如何打扮她。但是，作
为一个文化作品的生产者，更多的是要引导
受众从更多的角度来看一件事，而不是为了
剧情需要刻意增加子虚乌有的细节。

故事的前半段，年轻人的创业带着某种
“爽感”。城市里来的魏晋北熟稔互联网，有
着与世界对接的想象力；一心改变家乡的彭
秀兵，相信传统的乡情人心，更有毅然决然
回报家乡的感恩之心；琢磨出普洱咖啡的李
绍群，则代表了不以旧有观念为准绳的新一
代创造精神。如此这般的青年汇聚到一起，
古寨新生成了必然。

但编剧并不打算就此宣告创业成功，最
大 的 一 次 危 机 出 现 在 三 人 的 价 值 观 冲 突
上。小寨子的普洱咖啡扬名世界，大经销商
闻风而动，砸重金收购，图的是“世上再无普
洱咖啡”与之竞争。每人 200万元，一直追着
风口跑的人只想“成功一回”，视咖啡为理想
的“痴人”断然否决，因为这一片土地的咖啡
有独特的“远山树林的味道”。谁都无法说

服彼此，合伙人一拍两散。由此，《一点就到
家》的野心也显露出来，它在描绘中国乡村
振兴路的同时，也想探讨一番当代青年的成
功学、价值观。

“北漂”的人重返大都市，却无数次梦回
树林里酣睡的平和富足。选择正确的事还
是容易的事？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其说是由
心理医生循循善诱，毋宁看成，远山树林的
淳朴与坚定，才是真正牵引他回到古寨的力
量。至于藏在深山的李绍群，“小隐隐于野，
大隐隐于市”，年轻人退居世外桃源的成功
不会是最终归宿，带着初心来到现实的世
界 、更 大 的 舞 台 ，也 就 成 了 必 然 的 进 阶 之
路。因为电商直播，小小乡村的咖啡打开了
通达全国、走向世界的道路；又因为世界的
认可，古寨里出品的普洱咖啡成了中国咖啡

的市场表率。当全场见多识广的咖啡商一
道举杯，感受“有没有远山树林的味道”，影
片为成功做了如是注脚——初心，才是梦想
的真正彼岸。

当然，电影还埋下了许多代际间、传统
与现代间的思考线索值得拓展。比如影片
结尾，曾失去了原始集市的阿婆也拿出了付
款二维码，在哈哈一笑间新旧交替无缝衔
接。事实上，现实走得更快，新老交替不是
一个支付宝就能完美解决的。又比如，影片
有个英文名“Coffee or tea（咖啡还是茶）”，咖
啡和茶，借喻传统的与新鲜的，也是西方的
与东方的。咖啡和茶可以产自一片土壤，这
样的认知，亦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青
年创业观不谋而合。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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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青春国庆档电影
藏着当代中国青年质朴创业观

年轻的“聪明人”怀揣热血，什么热就干什么，可似乎总和风口擦肩而过，纠结得夜不能寐；攒够了19万启动资金，“轴”小伙决定回乡创业干快递，可怎样撬动古寨
的生活理念，暂时无优解；三年远离世俗，起初只想挑战父亲权威的叛逆者活成了咖啡种植的“痴人”，可梦想的归宿在哪儿，未有答案——魏晋北、彭秀兵、李绍群，当代
中国青年的小小掠影，带着他们的机敏、诚意与执著，相互补足、相互扶持，在大银幕上踏上了创业路。

国庆档最后一部上映的电影《一点就到家》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它不仅是档期内最年轻的作品：导演许宏宇是80后，刘昊然、彭昱畅、尹 三名主演的平均年龄只
有27岁；它更是最具年轻态的作品：三个主人公的电商梦、快递梦、咖啡梦，无不是当代生活注脚，而用妙趣横生的青春风透视电商扶贫与乡村变迁的主题，更是中国电
影的新鲜尝试。

上映四天后，该片票房突破8000万元，大情怀小切口的故事赢得了不错的口碑。现实苦楚与理想主义交替而来，轻快的讲述戳中了不少当代青年质朴的创业观。

《一点就到家》里埋了个彩蛋，三个创业青
年小小调侃了一番《中国合伙人》。六年前，导
演陈可辛和编剧张冀搭档，“外面的世界”被当
成彼时青年的创业选择。六年后，故事架构仍
是三人创业组，陈可辛的角色由导演变为监制，
故事内核更发生质的转变——归来、返乡，已成
创业显流。

三人创业的开端，魏晋北渴求世俗意义的
成功，李绍群但求父亲的认可，而看起来最“笨”
的彭秀兵却有大理想。云南小村寨的青壮年都
涌向城市寻求改变命运的机会，留下老幼妇
孺。目睹家乡变“空乡”，彭秀兵想用电商+快递
为家乡注入生机，让年轻人能在家门口闯天下，
让老人不再留守，让孩子在父母身边成长。年
轻人赤诚一片为家乡，誓要“解决城市到乡村最
后 20公里路”，于是，懂电商的魏晋北和种咖啡
的李绍群恰好成了产业链的上下端，乡村创业
路初现曙光。

进入古寨，创业三人组普及网购观念，适应
乡村人情，寻找合适的“火种”，再到说服乡亲们
从种茶树转向种咖啡豆，电影的线索清晰而直
白。这番表述在学者看来，不失为中国当代乡
村影像的新鲜表达。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
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认为：“《一点就到
家》借助快递、电商和互联网，展开时代趋势深
入乡村的现实，显示中国当下社会状貌，是影片
切近现实的形象展示。”“一点就到家，方便你
我他”，不只是电影中的人物台词，而是许多乡
村的现实；“返乡创业”也不只是大银幕描绘的
愿景，而是正当时的趋势。

电影尾声，台词“家乡的路任你闯”慰
藉了大银幕前多少“想回家看看”的心。
大城市有追不尽的风口，小乡村也有待开
发的沃土，一位快递员在特别点映场后感
慨，“回家奋斗，是现在最美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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