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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视角，深入剖析了电影《岛上书店》中主人公A.J.费克里的心理转变和道德

成长。文章首先概述了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理念，包括“存在先于本质”、自由与责任的紧密关系，以

及个体在面对荒诞性时如何通过选择塑造自身存在。随后，文章详细分析了主人公在经历个人悲剧后，

如何从孤独和冷漠中觉醒，通过承担起抚养被遗弃婴儿的责任，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文章强调，

主人公的故事体现了萨特哲学中个体自由选择的重要性，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影响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最

终，文章得出结论，即使在生活的荒诞和无常中，个体仍然能够通过自由选择来创造和赋予生活意义，

实现自我超越。本文旨在揭示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在现代文学和电影中的实践意义，以及它对个体自我实

现的深刻启示。 
 
关键词 

萨特存在主义，孤独，自由，责任，《岛上书店》 
 

 

Analyzing the Protagonist A.J. Fikry of the 
Movie “The Storied Life of A.J. Fikry” through 
Sartre’s Existentialism 

Adilai Maitituersun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an. 14th, 2025; accepted: Feb. 7th, 2025; published: Feb. 19th, 2025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protagonist A.J. Fikry in the movie “The Storied Life of A.J. Fik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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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artre’s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moral 
growth. The article first outlines the core ideas of Sartre’s existentialism, including “existence before 
essenc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and how individuals shape 
their own existence through choices when facing absurdity. Subsequently, the article provides a de-
tailed analysis of how the protagonist awakens from loneliness and apathy after experiencing per-
sonal tragedy, and rediscovers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life by taking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raising an abandoned baby.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the protagonist’s story embodies the im-
portance of individual freedom of choice in Sartre’s philosophy, and how these choices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In the end,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even in the ab-
surdity and impermanence of life, individuals can still create and give meaning to their lives through 
free choice, achieving self transcendence.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eal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artre’s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y in modern literature and film, as well as it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individual self re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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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其核心理念“存在先于本质”

强调个体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来塑造自己的本质。这一哲学不仅对哲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深刻

地影响了文学、政治和社会思想等多个领域。萨特的哲学思想继承并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尼采的

“上帝已死”命题、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基石。 
电影《岛上书店》改编自加布瑞埃拉·泽文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主人公 A.J.费克里(以下称费克里)在

个人生活困境中，通过与他人互动和书籍的陪伴，逐渐重建内心世界的故事。 
本文将从萨特存在主义的角度，深入剖析电影中主人公的心理动机、道德选择和人物冲突，探讨个

体如何在孤独与自由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以及如何在责任与选择中实现自我超越。 
萨特认为，人类在失去传统宗教和道德框架后，必须自我承担责任。电影中的主人公费克里正是在

面对生活的荒诞和无常时，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生活。本文旨在揭示主人公费克

里内心的挣扎，以及人类在自由、孤独与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

实践意义。 

2. 荒诞与孤独——主人公的存在危机 

电影《岛上书店》的开篇深刻描绘了主人公费克里的生活，一个充满了荒诞感与孤独感的中年书店

老板，在电影的第一个场景中，主人公费克里独自坐在书店的一角，昏暗的灯光和杂乱的书架映衬出他

落寞的身影。他眼神空洞，仿佛在沉思，当奈特利出版社新的业务员艾米第一次来到他的岛屿书店为他

推荐出版社的书籍时，出于礼貌，她主动伸出了手想要与费克里握手示意，然而费克里并没有伸出手来

回应她。这一镜头语言直观地传达了费克里内心的孤独与对生活的迷茫。主人公费克里在失去妻子后，

他的生活仿佛被剥夺了所有色彩，陷入了对生活的迷茫和冷漠。他不仅对书店的经营失去了热情，也对

周围的人和事失去了兴趣。这种状态正是萨特所描述的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自由与孤独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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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认为，人类并未被赋予先天的意义，而是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来为生活赋予意义[1]。在费克里

的生活中，这种先天意义的缺失被放大，他的“恶心”感(nausea)——萨特所描述的“生存荒诞感”成为

了他日常生活的常态。这种“恶心”并非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而是源自于他内心的无意义感和对生活

的无望。费克里的生活状态，是对萨特哲学中人类处境的一个深刻描绘。 
费克里的存在危机不仅体现在他对生活的态度上，更在一系列不幸事件中达到顶点。除了爱妻的突

然去世，他珍藏已久的一本艾伦·坡的《帖木儿》——他原本打算高价卖出未来用来养老的宝贝，也在

某一个晚上被偷走了。这一系列的打击让他的生活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典型的“被

抛入世界”的状态。费克里的冷漠和消极态度是他对生活失去控制感的直接反应。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

学中，这种状态被费克里视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之一，即人必须在自由中承担起自我实现的责任。而

在电影里，费克里的孤独感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存在危机。萨特曾说，“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揭示了个体

自由与他人期望之间的冲突。在费克里的生活中，他感到被他人的目光和评价所束缚，这些社会的压力

和期望迫使他放弃了自己的选择，以适应社会的规范。然而，萨特鼓励人们勇敢地面对这种压力，坚持

自己的选择和自由。费克里在这一阶段的生活中，正是缺乏了这种勇敢面对和坚持自由的精神。 
费克里的存在危机也体现在他与书店的关系上。书店曾是他与妻子共同的梦想和热情所在，但在妻

子去世后，它变成了一个提醒他失去所爱的痛苦场所。他对书店的冷漠，实际上也是他对生活失去热情

和意义的体现。 
他的绝望更体现在他的日常行为上。他开始酗酒，以此来麻痹自己的痛苦和孤独。酒精成为了他逃

避现实的手段，他试图通过醉酒来忘记失去妻子和书店经营困境的痛苦。然而，这种逃避并没有真正解

决他的问题，反而使他的生活更加失控。他的酗酒行为，是他对存在危机的一种无力回应，也是他内心

深处对意义渴望的一种扭曲表达。他的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他的存在危机。他的眼神中失去了

往日的光彩，他的举止中透露出深深的疲惫。他的生活中充满了荒诞和孤独，他感到自己被世界抛弃，

感到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然而，这种荒诞和孤独的状态也为费克里后来的转变提供了契机。正如萨特

所说，尽管自由伴随着巨大的责任和孤独感，但正是这种自由给予了人类创造自我存在意义的可能。费

克里的生活状态，虽然充满了荒诞和孤独，但正是这种状态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对意义的渴望，为他后来

的自我实现和转变提供了动力。 

3. 责任与选择——主人公的觉醒之路 

在电影《岛上书店》中，费克里的觉醒之路深刻体现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自由与责任的紧密关系。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生命起初虽然毫无意义，但人可以自行赋予生命意义，由此来塑造人的本质[2]。费

克里的生活在遇到被遗弃的两岁女婴玛雅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转折点标志着他开始承担起前

所未有的责任，从而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存在。 

3.1. 决定抚养弃婴：自由选择与责任的承担 

如上文所提及，萨特强调个体的自由不仅意味着可以做任何选择，还意味着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全

部责任。费克里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决定留下弃婴，在决定抚养玛雅的那一刻，他的眼神中透露

出坚定与责任感，这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他的生活不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要为一个无辜的生命负责。

这种责任感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开始思考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意识到，正是这种责任感赋

予了他生活的新意义，这一转变体现了萨特哲学中的“自由与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由是个体的，

但伴随自由的，是不可逃避的责任。 
费克里的觉醒之路充满了挑战。他不仅要应对抚养玛雅的日常生活挑战，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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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确定性。他开始阅读自己曾经讨厌的育儿书籍，参加亲子活动，甚至他与岛上的邻居、朋友以及艾

米讨论如何照顾玛雅，他的语气变得柔和，甚至带有一丝请求帮助的意味，这些语言、行为和表情变化

都是他承担责任的具体表现，也是他自我成长的过程。费克里的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婴儿的关爱，也是对

他自己生活意义的再创造。 

3.2. 经营心爱的书店：书籍与自由选择的象征 

在电影中，费克里的书店不仅是他生计的来源，更是他存在主义选择的象征。面对生活的重重打击，

他做出了自己的存在选择，决定继续经营书店，不仅为自己，也为那些他所珍视的书籍和读者打造一个

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选择深刻体现了萨特关于“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即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

来定义自己的本质。 
他的选择不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即维持生计，更触及精神层面——即追求他所热爱的事业。他不

满足于仅仅作为书店的经营者，而是成为了文化传播者和社区的灵魂人物。通过书店，费克里展现了他

对书籍的深厚情感和对知识传播的执着追求，这与萨特强调的个体通过行动塑造自己存在的理念相呼应。 
费克里还通过书店和书籍展开了对主流文化的反抗。他拒绝遵循传统的商业运作模式，也不追逐畅

销书的潮流，而是坚守自己的阅读喜好，做出独立的选择。这种对主流文化的反抗态度，体现了主人公

对个体自由选择的重视，以及对商业化和表面化文化的批判。他相信，书籍应当承载深刻的内涵和意义，

而不仅仅是商业利益的工具。在挑选书籍和经营书店的过程中，费克里也展现出了他对文化独立性的坚

持。他的书籍选择反映了他的个人品味和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他通过书店这一平台，为岛上居民提供了

一个超越商业化的精神家园。这种对文化深度的追求，使得他的书店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地标，吸引

着那些寻求深度阅读和思考的读者。 

3.3. 与艾米的关系：自由与责任的实践 

在与艾米的关系发展中，费克里的觉醒之路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艾米是奈特利出版社的一名年轻

女职员，她屡次前来向费克里推荐他们出版社的书。最初，费克里对她的推销不以为然，甚至感到烦躁，

更是不喜欢她推荐的书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对话从最初的冷淡与抗拒，逐渐转变为

理解与接纳。特别是当艾米向费克里表达爱意时，费克里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他紧紧握住艾米的手，这

一刻的镜头语言充满了深情与承诺。 
这种关系的发展不仅仅是爱情的萌芽，更是费克里自我觉醒的重要一环。这一过程让他开始重新审

视自己的人生与情感世界。随着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共同抚养玛雅，面临着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在与艾米的相处中，费克里意识到，爱不仅是一种情感的释放，更是一种责任的承担。他选择爱上艾米，

就意味着他主动选择了承担起这段关系所带来的责任与义务。 
这种责任感不仅使得费克里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也促使他更积极地参与到社区中，

成为岛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开始为了他所爱的人、以及那些爱他的人而活，他的生活不再是空洞的

存在，而是充满了可能性与希望，他的存在也不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这种转变反映了萨特所强调

的“他人的存在对个体自我实现的重要性”。费克里在艾米的陪伴与支持下，不仅实现了自我成长，也

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承担起了责任，最终找到了他人生的真正意义。 

4. 孤独到联结：主人公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超越 

萨特认为，尽管人类处于孤独的境地，但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自我认知，并通过

与他人的关系寻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在电影中，费克里的故事深刻地描绘了个体如何在孤独中寻求联

结，并在人际关系中发现自我。这一过程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对孤独与人际关系的理解略见所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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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孤独是客观存在的，每个人都是被扔进这个世界的，没有任何预设的意义或目的。费克里的生活体

现了这种存在主义的孤独，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已故妻子的怀念和对生活的失望。他的书店成为了他孤独

的象征，一个他可以逃避现实和人际关系的地方。他对待顾客的冷漠态度，反映了他对生活失去了热情

和希望。 
而最终他的生活因出版社的年轻职员艾米、一个被遗弃的婴儿小玛雅以及其他岛上居民的介入而开始

改变。这些新的关系迫使他重新考虑他与他人的关系，并开始承担起新的责任。艾米这个热情的年轻女孩

出现逐渐打破了费克里的孤独感，促使费克里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萨特所说的“他人是地

狱”并非意味着他人对个体的压迫，而是指人类在面对他人时，不得不面对自己自由选择所带来的责任。

渐渐地，主人公也通过他对玛雅的照顾，逐渐超越了这种责任感的压迫，从而发现了生活的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岛上居民的关心和支持也逐渐打破了他的孤立状态。他首先与岛上的小店主、常

客以及其他书迷的互动逐渐增多。比如，在日常经营中，他不再像电影的开头那样，对来购买书籍的顾

客表现出冷漠，而是开始与前来书店的顾客多了一些交流，这些互动虽然起初很简单，却慢慢激发了他

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兴趣与重视。他开始不再将书店经营仅仅视为一种生计，而是通过这些交流重新发

现书籍、思想以及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每一位走进书店的人，虽然只是短暂的接触，却成了他重新审视

生活的镜子。在萨特的哲学框架下，这些人与费克里的互动让他逐步意识到，他的自由选择不仅仅是对

自己负责，更是对他人的影响。 
主人公的转变不仅是个人的转变，也是社会性的转变。这强调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电影中，人

际关系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的内心世界。《岛上书店》作者最后通过刻画主人公的爱的付

出与责任的承担来慢慢走出了人生的困境。它使萨特的存在主义的理论自为的存在找到了归途[3]。 

5. 结论 

电影《岛上书店》通过主人公费克里的故事，深刻地体现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自由、

责任、孤独与荒诞性。主人公的旅程从孤独和绝望开始，逐步转变为通过自由选择和承担责任来赋予生

活新的意义。这一转变不仅是个人层面的重生，也是对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的重新定义。萨特的存在主

义强调，尽管人类存在的本质并非预设，但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创造意义。费克里的故事正是这

一理念的生动体现。他从一个冷漠的书店老板，通过接受玛雅和与艾米的关系，逐渐承担起责任，从而

找到了生活的目的和方向。这一过程揭示了萨特所言的“存在先于本质”——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

来塑造自己的本质。 
费克里的选择和行动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生活，也影响了周围的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最

荒诞和孤独的境遇中，个体仍然拥有通过自由选择来重塑自己存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此电影的主人

公费克里能够超越个人的孤独感，与他人建立深刻的联系，并在社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的成长和变

化，展现了萨特哲学中自由与责任的紧密联系。他的每一次选择都伴随着责任的重量，而这种责任感又

推动他不断前行。费克里的故事鼓励我们认识到，尽管生活可能充满荒诞性，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通

过自己的选择来创造意义，实现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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