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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人类存在的基础，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的场所。《无姓之人》是一部由雅

克·范·多梅尔执导的科幻爱情电影，其中蕴含着对“自我存在”命题的思考，无论是影片对身体知觉

的高度肯定、主人公在不同生命轨迹下对“自由”的探索还是他人参与到个体世界完整性的构建中，均

与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相呼应。本文通过对《无姓之人》进行身体现象学视域的解读，旨在深化对“自

我存在”这一哲学命题的理解，并期望对身体现象学在电影研究领域的应用提供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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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rleau Ponty believed that the body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place where 
subject and object blend together. Mr. Nobody is a science fiction romance film directed by Jac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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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Domel, which contains reflections on the proposition of “self existence”. Whether it is the film’s 
high affirmation of bodily perception, the protagonist’s exploration of “freedom” in different life 
trajectories, or the participation of oth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world integrity, all echo 
Merleau Ponty’s philosophical ideas. This article aim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ilo-
sophical proposition of “self existence” by interpreting Mr. Nobo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
enology of the body, and expect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application of phenom-
enology of the body in the field of fil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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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影《无姓之人》以地球上最后一个自然人尼莫的回忆作为叙事视角，展开了一段跨越时间与空间

的故事叙述。影片的开篇便抛出了“我确实存在吗？”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萦绕在尼莫的心头，也引

导着观众进行深入思考。在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理论视域下，我们可以从走向世界之身、含混性的身

体与他人存在等三个维度审视《无姓之人》中关于“我存在”的问题探讨以及其所呈现的可能性世界。 

2. 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相关概念阐释 

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诞生于 20 世纪中叶，深受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论以及格式塔

心理学的影响启发。梅洛–庞蒂批判传统哲学将人类的意识和思维视为脱离肉身的存在，忽略了身体

在认知与经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强调身体是人类与世界相互作用的媒介，是人类认知和经验的出

发点。因此，他主张重新审视身体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并深入探究身体在人类经验和认知中的重要

作用。 
在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中有以下几个核心观点：一是身体知觉的首要性。在传统哲学中，知觉往

往被视为一种被动接受外部信息的过程，抑或是一种需要通过理性进行校正的不可靠感知。然而，梅洛–

庞蒂在其著作《知觉现象学》中对身体性的“知觉”进行了深刻阐释，将其提升为确立哲学与世界关系

的第一原则[1]。他认为知觉并非关于世界的科学，甚至不是一种行为，也不是有意识采取的立场，知觉

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2]。在这一观点中，知觉成为了我们与世界相互构成的场所，

它不仅是我们了解世界的途径，更是我们实际参与到世界中的方式。进一步地，梅洛–庞蒂将身体概念

化为一个能够实现个体意图和完成任务的实体，认为身体不仅仅是物理存在，更是一个能够主动适应和

响应环境要求的行为结构。这种对身体的理解强调了身体的主动性和功能性，揭示了身体在知觉活动中

的核心作用；二是含混性的身体。梅洛–庞蒂反对身心二元对立的观点，认为身体和心灵是相互交织、

不可分割的。他在面对医学上所谓的“幻肢现象”时，认为唯有回归到始源性的身心一体的身体机制才

能充分解释这一现象[3]。所谓“身心一体”就是指身体与心灵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个统一体，

身体的经验与心理的状态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身体和心灵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我们的心理状态

往往通过身体的语言和动作来表达，而身体的感受和状态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心理体验；三是关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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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自我存在的联系。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不仅重新定义了知觉的本质，而且深入探讨了

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从而构建了一种关于主体间性的哲学理论。他提出的“他人理论”突破了传统哲学

中自我与他人的二元对立，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和动态的理解方式，即“他人的自我化”与“自我的他

人化”。此外，梅洛–庞蒂运用“触即被触”的可逆性观点来论证自我与他人的同一性。这种可逆性揭示

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表明了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主体和客体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

不断的相互转换之中。当我们触摸世界时，世界也在触摸我们，这种双向的互动构成了我们与世界、与

他人的基本关系。 

3. 电影《无姓之人》的文本概述 

《无姓之人》是一部融合了科幻、爱情、哲学等元素的电影作品。故事发生在人类通过细胞电磁化

技术实现永恒生命的未来背景之下，主人公尼莫·诺巴蒂是世界上最后一位仍未死亡的自然人。记忆出

现混乱的他在催眠和访问的引导下，开始不断回顾自己的童年，并发现自己的人生在每个关键节点上都

分化出了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每一条轨迹都承载着独特的选择和命运，同时交织着与不同女性的复杂

关系，如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安娜、抑郁的艾莉丝，以及与他共育三个孩子的亚洲女孩吉恩。此外，

影片巧妙地将宇宙大爆炸理论、“信鸽迷乱”实验和蝴蝶效应等概念融入叙事，在尼莫对自己身份、存

在本质和生命意义的不断质疑和问询之下，探讨了“自我存在”的问题。 

4. 身体现象学视域下《无姓之人》关于“我存在”的探讨 

4.1. 被高度肯定的身体知觉 

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中，身体并不是简单的物理实体，而是一种“走向世界之身”，即身

体是主体与世界相互作用的媒介和场所。电影《无姓之人》的主角尼莫 9 岁时父母离异，在面临跟随

母亲还是父亲生活的选择时，尼莫迟迟不能做出抉择，由此他的人生出现分轨。在尼莫的每段生活轨

迹中，他的存在都不是单一固定的，而是由他的身体以及他与世界的互动共同构成的。这一设定与梅

洛–庞蒂的身体主体性观点相符，即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与世界相互作用的中介，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出

发点。尼莫的身体在多重的时空中承载着不同的经历，累积的身体经验和记忆共同构成了他多元的知

觉世界。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思想是认识事物的唯一途径，但是梅洛–庞蒂却持有不

同的观点，他认为身体才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实际方式。在他看来，认识的本质不在于掌握外部事物的真

相，而在于我们身体的意图在身体所处的环境中得到实现。影片开头，婴儿时期的尼莫提出了一个引人

深思的问题：“我看得见妈妈眼睛却看不见自己的，小婴儿看得到自己的手却看不见自己，那么他确实

存在吗？”这个问题反映出尼莫对世界与“存在”的好奇。此时他与世界互动作用的方式是通过眼睛看、

耳朵听、鼻子闻等一系列身体行为。此外，当记者面对尼莫所说的多重人生时，他不敢相信其真实性。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身体经验，仅仅是意识上接受了尼莫的回忆思想，这种情况下，身体经验的重

要性再次被凸显出来。 
在此基础上，梅洛–庞蒂进一步提出了前反思知觉概念，即在我们进行有意识的、理性的思考之前，

身体已经与世界互动并产生了感知。这一理论突出了身体在认识世界中的核心作用，并认为我们的身体图

式允许我们在无意识思考的情况下与环境互动。这种身体图式构成了我们的行动基础，使我们能够在世界

中进行探索和适应。在电影中，鸽子的迷乱行为提供了一个理解身体图式理论的有趣视角，鸽子在实验中

学会了将特定动作与食物的出现联系起来，即使食物的出现是随机的，鸽子也会重复这些动作，因为它们

的身体图式告诉它们这些动作曾经带来了奖励。尼莫在电影中的经历，就像鸽子一样，也是通过与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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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来构建他的身体图式。尼莫的生活轨迹是由无数的选择和随之而来的后果构成的，这些选择和后果塑

造了他的身体图式。他的身体图式不仅仅是对物理环境的适应，也是对情感、社会和文化环境的适应。尼

莫的身体图式是他的存在的一部分，它指导着他的行为和反应，而不需要他有意识地去思考。 

4.2. 不同生命轨迹下身心含混的自由追求 

“含混”是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指身体同时作为物理实体和有意识的主体

的双重性质。受笛卡尔身心二元对立论的影响，我们通常将人的存在区分为两种独立的实体：物质和意

识(身体与心灵)。这种传统划分导致了我们对客体的依赖，通过将身体定义为无内在联系的各部分之和，

将心灵视为一个完全自我呈现的、无距离的存在，从而纯粹化了对身体和心灵的理解。因此，存在也被

赋予了两种意义：我们是作为事物存在的，抑或是作为意识存在的。然而梅洛–庞蒂强烈反对这种截然

的二分法，他认为主体实际上就是身体，身体主体的概念揭示了在世存在的含混性：既没有透明的意识，

也没有作为充实实体的身体(物体、物质)，因为身体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身心之间的互动和交织——身体

是在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不断转换和相互作用的。这揭示了人在世存在的本质特

征其实是“身心含混”。 
在这一观点下，梅洛–庞蒂认为从身体出发的自由既非一种彻底的“随心所欲”，也非一种完全由

外在决定的自由，它更多是一种存在于身体经验中的可能性，是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选择行动的

能力。在《无姓之人》中，尼莫小时候撞见母亲出轨的经历给他造成了深刻伤害，使得他对于完整正常

的爱情心存一份渴望。在尼莫之后无数次的命运选择中，三位女性分别代表相爱(安娜)、不爱(艾莉丝)和
被爱(吉妮)，但无论他选择跟随父亲还是母亲，不管选择安娜、艾丽丝或是吉妮成为妻子，他都总是在追

寻真爱和自由的存在，如他自己所说“每一条路都是正确的路，每一个经历都是真的，而且具有同等重

要的意义”。正是由于他的身体行动与心理愿望的一致，他得以发现生命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此外，

在尼莫选择与艾丽丝结婚的轨迹中，尽管二人婚后育有三个孩子，但是艾丽丝却逐渐意识到她对尼莫并

无真爱，尼莫对她的深情与照顾让她陷入了负罪泥沼，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这种内心的冲突，体现

了她的身体行为与心灵感受之间的深刻矛盾。 

4.3. 他者参与揭示“在世共在”的存在处境 

“在世共在”(Being-in-the-World)概念最早由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提出，用以阐释人类存在的一种

基本状态——人总是已经处于一个与世交接的开放状态，而不是先有一个封闭的自我然后才“进入”世

界。梅洛–庞蒂在身体现象学中继承并深化了这一概念，他强调我们的世界不仅是个人走向的世界，也

是他人走向的世界。因此我们所处的世界既是个人的，也是与他人共有的。在电影《无姓之人》中，尼莫

父母的相遇被描绘为由一系列微小的、看似无关的事件连锁反应所引发：蝴蝶振翅引发风，风吹动树叶，

树叶随风飘荡，最终跨越万里云层落在尼莫父亲脚下，导致他摔倒，从而遇见了尼莫的母亲。这一情节

设置是对梅洛–庞蒂“在世共在”理念的一种极端而又富有诗意的呈现，其揭示了个体存在的社会性和

相互依存性，同时强调了每一个“他者”在都是构成我们世界的重要一环。正如梅洛–庞蒂所主张的：

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是通过身体与世界和他者不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我们共同的

在世共在。电影通过蝴蝶效应的情节，将这一哲学思想具象化，生动地展现了个体与他者之间复杂而微

妙的联系。 
在梅洛–庞蒂的理论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同一与差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对立，而是一种相互涉入、

相互交织的共存关系[4]。这种关系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揭示出一种深刻的相互依存性，由此梅洛–

庞蒂提出了身体间性，即我们的身体不仅是个人经验的载体，也是我们与他人相遇和交流的桥梁。通过

身体，我们不仅能够感知和理解他者的存在，他者的身体也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延伸。在尼莫跟随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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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一条轨线中，他与无血缘关系的妹妹安娜相爱，情到浓时二人偷尝禁果，发生关系后彼此望着对

方深情说道：“没有你就没有生活。”这并非仅仅是一句爱的誓言，也反映了他们通过感受对方的身体

来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理解世界的存在，他们的身体成为了彼此经验和世界经验的交汇点。 

5. 结语 

“我的身体、他人的身体以及世界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我的身体向世界敞开，与被知觉的世界进

行交互、发生关联。”[5]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强调了身体在人类认知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身体

不仅是我们存在于世的媒介，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起点。我们的身体通过知觉经验与周围的环境建立联

系，不断塑造和重塑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认知，同时他人的存在也参与到了我们世界的构成。将《无

姓之人》置于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视域下，可以看到“我的存在”包括被高度肯定的身体知觉、从身

体出发的自由以及他人化的自我，不仅让影片开头关于“我确实存在吗”的问题得到了侧面解答，也让

我们对“存在”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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