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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雅克·范·多梅尔执导的科幻电影《无姓之人》发生在2092年的一个科幻宇宙中，在那里人类找到了

永生。电影的主角尼莫是这个宇宙中唯一也是最后一个凡人。这部电影通过主人公尼莫九岁时父母离婚

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聚焦于可能发生的不同人生经历。在本文中笔者结合影片的复杂叙事的背景下探

讨了影片中直接或间接提及的混沌概念的起源和哲学、分形结构以及蝴蝶效应等现象，以及导演对混沌

现象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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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ce fiction film, “The Man with No Last Name” directed by Jacques Van Domel, takes place 
in a science fiction universe in 2092, where humans found immortality. The film’s protagonist, 
Nemo, is the only and last mortal in the universe. The film focuses on the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that can happen through the choices the protagonist Nemo had to divorce when he was nin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philosophy of the concept of chaos, the fract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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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butterfly effect, as well as the director’s philosophy on the chaos phenomenon. 
 

Keywords 
Gremas Symbol Matrix, Structuralism, Narrative, Chaos Theor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无姓之人》的故事发生背景 2092 科技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影片由一位世界上最后一个自然诞生

人类 118 岁老人尼莫的记忆为线索展开。在经过医生催眠后，尼莫沉入自己的记忆世界，回忆自己从出

生到 9 岁那年父母分道扬镳时的时空，以及尼莫自己从选择跟妈妈走还是跟爸爸留下所延伸出的无数可

能未来。 
影片的特殊之处在于，尼莫的回忆并非单一线性时空，而是多条叙事线索的复杂时空观，尼莫出生

就可以预测未来，每次面对关键选择，他能够预知可能发生的事件线，由此衍生出了一个由无数可能线

组成的预测空间，其中细小的选择引发的天差地别的后果显然基于 20 世纪最声名大噪的科学理论——混

沌理论，本文将探讨混沌理论作为《无姓之人》的核心理论语境，导演是如何从影片的叙事表达中折射

出其对混沌与人生的哲思。 

2. 混沌理论阐释 

混沌学是美国数学家 J.约克(Yorke)给“不稳定的”动力学系统的研究的命名，它为理解被传统物理

学搁置不顾的大量表面看似无序或混乱的现象开拓了道路。它对处在无序中居主导地位的有序做了说明，

揭示了复杂运动状态中隐蔽的单纯[1]。 
(一) 对初始条件敏感的依赖性 
在经典物理学中，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的科学观认为如果一个确定性的系统有确定的初始状态，那

么这个系统在未来所有时刻的状态都已经被完全确定了并且可以通过精确无误的计算而获得。数学家皮

埃尔·西蒙·拉普拉斯曾说：“如果有一位智者在某一时刻获知了自然界一切物体的位置和相互作用

力……对于这位智者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确定的——宇宙的未来会像它的过去一样完全呈现在他的

眼前”。 
混沌论打破了现代科学对一切均可预测的信念。混沌理论的创始人洛伦兹总结复杂系统的特征时说：

“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预测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接受随机的结果。”

这种对初始条件极端敏感的现象被称为“蝴蝶效应”，即巴西雨林中的一只蝴蝶煽动翅膀，可能会引发

北美的飓风。混沌学在大气预测上的应用也证明了由于物理估算精准度的有限，客观意义上的准确预测

是不可能的，人们永远只能在一定时间内确保结果的近似准确[2]。 
(二) 非周期性 
混沌理论中的奇怪吸引子第二个基本特征是“非周期性”。这意味着构成奇怪吸引子的状态点从不

重复自身的原曲线，它是一个在有限空间内无限延伸的轨迹。因而这混沌演变的系统从来不以同样的状

态重新经过，每一段曲线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我们长时间观察混沌状态，仍无法预测其未来的运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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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基于这一观点，可以说，混沌系统在每一瞬间都是“不可预见的创新”。根据这一观点，人们可以

回顾过往的系统运动，区别同一的初始条件。 
(三) 分形几何学 
分形几何是“基于基本几何规则不断重复形成的复杂自相似性的形状”。许多过往学科中的难题都

因为分形的介入而焕然一新，如梦初醒的科学家才发现，原来分形的身影已经在世界上默默存在了数亿

年，从地球诞生始就向大自然昭示其深邃的奥秘。 
分形是产生混沌的一个重要的根源，混沌现象是一种极其复杂而又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湍流现象、

烟尘的弥散现象、人的情绪波动等。人们发现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混沌运动的奇怪吸引子正是一个分形体，

它具有无限嵌套的自相似的结构，这种结构从小到大、从外到内、一层一层类似洋葱头无穷无尽地套叠。

如果取其中任意一个小结构单元放大来看，它都具有和整体相似的结构，包含着整个系统的“信息”，

成为一种全息现象[3]。 

3. 混沌理论背景下的《无姓之人》 

电影借助混沌理论像模拟大气一样模拟了复杂的人生发展轨迹，以 9 岁尼莫的视角出发为观众构建

了他的人生的混沌系统模型，我们甚至可以说影片中构建的记忆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洛伦兹吸引子，电

影利用独特的复杂叙事将这种超越三维的时空体验带给了观众。 
(一) 情节的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是混沌现象中的最经典的比喻，它在《无姓之人》中呈现为情节的跳跃性的特征，电影并

不以传统的线性、因果紧密联系的戏剧结构进行，其中主人公尼莫的微小选择往往会引发蝴蝶效应，对

应着剧烈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与混沌理论密切相关，即生活中看不见的情境和

时刻是如何塑造人生的。 
影片中最核心地体现这一现象的情节莫过于尼莫在与青梅竹马的安娜重逢后，安娜留给尼莫一张写

有她电话号码的纸，约定在调理好因为岁月流逝的创伤后就来与尼莫相会。然而这对恋人约定两天后见

面，就在这时，天空却下起了大雨，雨滴刚好打在纸上的笔迹，使号码无法辨认。这背后的原因竟是一

名巴西工人两个月前被解雇后，只能待在家里，靠煮鸡蛋充饥。巴西工人因失业而情绪低落，忘记了在

炉子上煮鸡蛋，结果水煮得太开，一片雪花导致竹叶弯曲。这一微小的变化导致纽约下起了雨，安娜写

在纸上的电话号码也被弄坏了。而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主人公尼莫两个月前购买的一条廉价牛仔裤

导致巴西工人失业。 
而这个场景的结构几乎也与理论部分提到的洛伦兹曲线一模一样，是整部电影中最能体现混沌理论

的电影画面之一。如果巴西工人继续在他工作的牛仔布厂工作，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尼莫

也是巴西工人被解雇的原因之一，这家生产牛仔裤的工厂决定搬到另一个国家，以降低裤子的成本。结

果，安娜和尼莫再也无法在一起了。蝴蝶效应的发生重塑了整个人生。结合影片中的混沌理论，可以说

这是一个表现生活中事件和人如何被无形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场景[4]。 
在影片的其他部分，同样可以见到这种蝴蝶效应的影子，在尼莫与安娜海滩交谈中，是否回答去游

泳，如何回答，每一个不同的选择都会影响他俩以后的关系走向。另一个尼莫与伊利斯相遇的时间线中，

是否把信交给伊利斯，如何互动也巨大地影响着他们二人的关系。以上微小的行为带来的差异后果是戏

剧化电影所极少讨论的。 
(二) 因果的非周期性 
《无姓之人》之所以能持续给观众意想不到的观影刺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影片因果发展上的非周

期性。有时尼莫的选择导向幸福的生活，有时同样的选择倾向却事与愿违。让我们将尼莫的幸福度、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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侣的爱意程度、尼莫的爱意程度比喻作洛伦茨方程中的变量，以及其他诸如经济情况等都是常数，那么

在尼莫与伴侣的爱情这个混沌系统模型中，每一点倾注的爱意区别导向的都会是不同的关系发展，绝不

会有一条相同的关系发展。 
以影片尼莫在选择伊利斯、露西、安娜的结果作对比。在与父亲相依为命的情景中，尼莫有了与伊

莉斯、安娜和露西结婚的可能性。尼莫在生活中经历的所有这些情感状况，使他执意选择了伊莉斯，而

伊莉斯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与自己相匹配的角色，因为伊利斯实质上已经爱上他人。而在被伊利斯拒绝而

冲动选择安娜的事件线中，尼莫是作为被爱的角色，但他心中没有对伴侣的爱意，这个家庭依然不幸福，

即便生活富裕。而在与母亲生活的事件线中，和安娜相爱的尼莫即使苦等多年依然甘之如饴。特别是在

与安娜的交往中，幼年时细微的感情培养区别决定了未来二人是否会分道扬镳，足以说明影片的因果发

展不遵守线性动态，具有混沌性。 
(三) 叙事的分形 
《无姓之人》采用了另一种非线性叙事方式：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这些事件并不形成线性顺

序，而是在某些关键点上叙事线会发生“分岔”，并且可能不断地“分岔”。通过利用分析复杂现象的混

沌理论和分形几何学，可以将这种非线性叙事称为“分形叙事”[5]。 
1. 分形叙事 
在以往的经典叙事学研究中，“时间”、“因果”范畴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作家们总是根据线性

时间和因果规律来组织情节，按照若干条稳定的规则串起来：相似性、毗邻性、因果关系，如果没有感

受到某种跟过去相符的一致性，我们的身体器官便无法感知现在，它就像一把保护伞，使我们免于陷入混

沌。然而秩序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帮助我们在混沌中建立秩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导致思维惰性，

抑制创造力[6]。在一个线性系统中，初始状态的变化会导致后续状态按比例变化；而在非线性系统中，初

始状态的变化未必会导致后续状态按比例变化。“分形叙事”在形式和结构上并无本质差异，它们都呈现

出类似“分形树”的结构模式。唯一的区别在于，“多对一”是面向过去的分形，而“一对多”是面向未

来的分形。前者强调的是多因一果，而后者强调一因多果，这构成了“分形叙事”的两种基本类型。 
2. 《无姓之人》的“一对多”分形叙事 
“一对多”分形叙事的最基本特征是，一个作为“原因”的事件不只产生一个，而是产生多个“结

果”事件或事件链条。由于这些“结果”事件或链条总是发生在“原因”事件之后，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这本质上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分形叙事。 
《无姓之人》正是使用这种叙事方法打造了 9 岁小尼莫眼中预测的无限未来，影片随着尼莫的选择

一共描述了 9 个分支现实。第一个分支出现在选择父母上，尼莫与母亲在一起、与父亲在一起或不与父

母在一起的每一种情况都会产生不同的可能性。第二个分支则是选择伴侣，选择父亲的分支分形出露西

与埃莉斯。与埃莉斯在一起的事件线又分形出第三个分支，即婚姻是否幸福，比如与埃莉斯的婚姻后有

着车祸和痛苦婚姻两条分支。 
无疑包含无限可能线的叙事作品在客观是难以成立的。但在短短两个小时能够描述多达个 15 选择，

9 个现实，《无姓之人》的叙述复杂度已属电影中的典范，这一点也使得影片的观影体验迥异于其他线性

电影，观众在观影中处于一种时刻未知的脆弱状态，这让影片与观众建立起一种直接的、非中介的关系，

通过对神经元的直接刺激，观众实际上近乎在体验尼莫正在观测未来的状态，而非理解。 

4. 超越决定论 

尽管前文极尽描述了混沌本身的不可预测性，混沌本身依然是决定论的，需要明确混沌现象的发生

仍然是在一个确定的系统中，这些系统中每个系统在每时每刻的状态，都由它们前一时刻的单一状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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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初始条件一旦确定，它们的变化就完全受限，即使这种变化表面上看似无规律。混沌系统在实践上

不可预见，是因为物理世界无法像数学那样精确地测量混沌系统的初始状态[7]。 
(一) 范·多梅尔的混沌哲学观 
人生的选择一直是雅克电影中所表现的主题之一，正是雅克对现实生活中人类生存状态的长期关注，

导演通过其对人们现实生活状态的精准刻画，揭露了现实世界的残酷以及现代社会下人的精神匮乏困境

问题。正如观看《无姓之人》时，观众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尼莫的迷茫和痛苦无措，将其境遇与自身联系

到一起，他的电影是当下的一面镜子[8]。 
从导演的一贯创作主题，不难猜想导演运用混沌理论在电影中是作消极的目的，影片中蝴蝶效应几

乎每次出现都导向了悲剧的结果，映射了范·多梅尔内心对混沌理论所揭露的无序的恐惧与悲观。这种

悲观也反映在对现代知识观的质疑是，一个最直给的例子是电影的第一个场景“鸽子的信仰”，在一天

的固定时间段每隔二十秒钟给鸽子喂一次饲料，鸽子在给予奖励时会拍打翅膀，鸽子就会拍打翅膀和作

为奖励的诱饵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进而认为奖励是源于自己拍打翅膀。这种因果颠倒的知识观与基于线

性时间的现代的知识观，尤其是笛卡尔哲学和牛顿力学，则是完全对立的，可以说电影在哲学上站到了

混沌理论一边。 
(二) 呼唤自由意志 
除了消极因素，影片中的混沌理论最深的内里依然包裹着人文关怀，导演范·多梅尔为尼莫仁慈地

剧透了所有未来的可能世界，这体现影片里的混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因果关系的视角，这层因果

关系则是情感，对于真正的爱与关怀的追求。 
尼莫与母亲的相互关心，与真爱安娜的多年守望都跨越了生活中其他一切不幸的事件，前者使尼莫

成长为一个热情、更勇于追求爱的人，后者让尼莫即使在流浪多年，也依然心怀幸福希翼。在一切世界

线收束时，未来世界坍塌回 9 岁尼莫的脑海时，留在病床上的老年尼莫微笑着呢喃着安娜的名字。小尼

莫没有选择父母中的任何一个，而是捡起来未来与安娜相逢的那片叶子，导演范·多梅尔在影片一开始

铺垫的预测未来的魔幻现实主义设定，此刻转化为了对自由意志的呼唤，即在混沌的世界中去选择爱。 

5. 结语 

电影《无姓之人》基于混沌理论的复杂叙事描述了一个虚实交错的预言世界，从这种魔幻现实主义

的角度，观众得以透视主人公从幼到大的人生中无穷的混沌和荒诞，得以了解客观世界中存在的难以预

测性。这种复杂叙事同时在观众的体验层面建立了高度的直接性。此外，通过导演对尼莫的个人叙事，

依然能从影片层层科学概念背后发掘混沌背后的哲理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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