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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影《无姓之人》讲述了主人公尼莫在想象中，通过不同的选择而导致的各种人生轨迹。精神分析学和

电影艺术的交织由来已久，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梦的解析、潜意识领域的分析及人格结构的阐释，成为电

影创作的重要理论来源。本文试图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主要理论来对该片进行分析，探寻其中存

在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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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vie “Mr. Nobody” tells the story of the protagonist Nemo’s various life trajectories through 
different choices in his imagination. The interweaving of psychoanalysis and film art has a long his-
tory,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for film creation in 
terms of dream analysis, subconscious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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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film through Freud’s main theories of psychoanalysis and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s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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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9 年首映的《无姓之人》，由雅克·范·多梅尔执导。影片开始的时间是 2092 年，人类掌握了一

种细胞电磁化技术，可以让人们告别疾病和衰老。不过世界上还存在一个“特别的人”，118 岁的尼莫。

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接受过此技术的人，也会是最后一个自然死亡的人。在未来世界的档案馆

中，人们查不到任何关于尼莫的信息，因此他的医生开始尝试用催眠的方法来让尼莫讲述自己的故事，

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不同时间线下发生的故事。 

2. 运用精神分析学解读电影的意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提出和电影的出现几乎是在同一时期。1895 年，《火车进站》标志着电影

的诞生，从此电影作为反映现实世界的一种现代艺术形式开始广泛影响 20 世纪人类的生活。同年，瑞士

的心理学医生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出版，首次提出精神分析一词，成为精神分

析学产生的起点。此后，精神分析学提出的关于人类深层心理机制的分析方法开始广泛影响众多艺术领

域，同时显著地反映在电影艺术的创作和表现上[1]。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自由联想的运用，以及他对梦境重要性的重新探索，激发了艺术家去探索

偶然和非理性的领域，认真对待他们梦境与白日幻想的内在世界，发现其中可能蕴含的重要意义，尽管

这些意义在先前可能被视为荒谬或不合逻辑[2]。 
运用精神分析学解读电影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影视角，使电影成为探索人类心灵奥秘的

窗口，还深化了对电影艺术的理解。通过精神分析学的透镜，我们可以洞悉电影角色背后的深层心理动

机，理解那些看似不合逻辑的行为背后隐藏的潜意识冲突和欲望。这种解读方式揭示了电影情节发展的

内在逻辑，使观众能够更深刻地把握电影的叙事结构和主题内涵。 
同时，精神分析学解读电影还有助于促进观众的自我反思。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观众往往会将自

己的情感和经历投射到角色身上，通过精神分析学的分析，观众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理解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这种自我反思不仅提升了观众的观影体验，还有助于促进个人

的心理成长和成熟。因此，运用精神分析学解读电影，不仅丰富了电影的艺术价值，还为观众提供了一

次深刻的心灵之旅。 
因此，运用精神分析学解读《无姓之人》，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电影的情节和主题，更能引导观众

反思自身的人生选择和内心世界。 

3. 弗洛伊德“梦的学说”在片中的体现 

弗洛伊德认为，不管梦的内容或形式是如何表现的，梦中内容的材料构成都来自于人的真实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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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会在梦中被重新加工、回忆；本质是一种被压抑欲望的满足，不仅包括形象、事件等显在内容，

而且包含隐藏在其中的潜在欲望[3]。首先，梦中出现的材料和内容，人在清醒之后并不会觉得自己知道

它或经历过它。或许人能回忆起来自己梦到了什么内容，却不能回忆起自己是否真的经历过以及经历的

时间。人们不能想明白梦从哪里获取了这些信息，因此就认为，梦可以独立地生成一些信息材料。直到

很长时间之后，一次偶然的新经历引出了尘封的记忆，梦的源头才由此真相大白。 
关于此现象，《无姓之人》中的主人公，儿时的尼莫因为对梦的认知不准确，认为自己拥有可以预

知未来的能力。在影片中，熟睡的尼莫从床上缓慢向空中漂浮，梦中梦到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士走在马

路上，被一辆无人的失控车辆撞倒后卷入车底。这恐怖的一幕瞬间使尼莫从梦中惊醒。惊醒后的尼莫看

着自己桌上的玩具车恰恰也呈现出一种，撞到了推着婴儿车的妇女的玩具模型的场景。至此，尼莫对自

己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深信不疑。但片中对于此的解释，本人也是较为明显的，即尼莫并没有预知未来

的能力，他所认为的预知未来不过是自己平常生活中，在房间中自己玩玩具时所创造的“剧情”，通过

梦的重新加工而形成的“未来”。 
还有学者认为，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中的梦只与最近几天的经历有关系。还有一些研究者，他们并

不怀疑梦的内容与清醒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也注意到，那些在清醒意识中占主导位置的材料，只有

当它们或多或少地被人们每天的思维活动边缘化之后，才会在人的梦中出现[2]。因此，一个玩具的剧情

创作和现实的碰撞巧合，让童年时期的尼莫产生了预知未来的错觉。且在影片后续过程中，他所“预言”

的继父会身亡在火车撞击中也并未成真；和安娜分开后日复一日地在同一个车站的不同时间错过，如果

他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或许早就能与安娜重逢。 

4. 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在片中的体现 

弗洛伊德经过一系列研究，否定了“心理的即意识的”这一心理学传统观念。将人的心理结构划分

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面。与先前的学者不同，弗洛伊德将潜意识视为比意识更为重要的部分，

他认为“潜意识乃是真正的精神现实”，并采用了一套独特的方法对潜意识进行了新的阐释。弗洛伊德

认为“意识”即“自觉”，凡是能自己觉察到的心理活动都是意识，属于人的心理结构的表层。“前意

识”充当了调节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中介角色，它是一种能够被回忆、被唤醒至清醒意识中的潜意识。

虽然通常其功能是防止潜意识内容进入到意识层面，但由于它既与意识相关又与潜意识联系，因此使得

潜意识向意识转化成为可能。“潜意识”则是在前意识之下，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心理活动，这些活

动没有被意识到，代表了人类更为原始的心理能量，由于深藏于个体意识之下，潜意识并不会受到社会

文化中的法律的约束与道德的洗礼，而是遵循着所谓的“快乐原则”[4]。正是这些因素从深层次影响着

人类的心理和行为，成为人类动机和意图的根源。 
《无姓之人》这部影片中对于潜意识理论的体现，主要体现在影片开始阶段，位于火星的老年尼莫，

在医生的帮助下通过催眠的“老伎俩”来尝试回忆起过去的记忆片段。在得到尼莫同意之后，医生拿出

一颗金属球，在尼莫的面前左右移动，最终催眠尼莫。但在此之前，要了解催眠这一活动和潜意识之间

的关联。 
催眠是一种通过人为诱导而产生的、特殊的类似于睡眠但又非睡眠的意识模糊状态。它通常通过放

松、单调刺激、集中注意、想象等方法来实现。在催眠状态下，个体的意识会专注于某一件事，此时潜意

识便不再受到意识的压制，从而变得更为活跃。在此状态下，个体能够越过意识直接与潜意识进行沟通，

这为回忆过去提供了可能，因为潜意识中可能存储着被遗忘的记忆片段。催眠与潜意识二者相互作用。

催眠是通过一系列手段让被催眠者的意识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从而使潜意识得到激发并进入一种开放状

态，进而与潜意识进行沟通。在催眠过程中，被催眠者的意识被削弱，而潜意识则得到增强。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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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被催眠者更容易接受暗示，同时也更能够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影片中的催眠情节才显得更加合理。首先医生通过悬浮的金属球和语言，让尼

莫集中注意力，逐渐进入到一种浅睡阶段，在这个阶段之中尼莫的精神安定下来，半睡半醒，还可以了

解医生的话；接着进入到一种深睡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尼莫仍有意识，还未进入梦境，还是可以意识到

他所处在一种并不那么真实的感觉之中。他可以发现自己所躺的床和面前站的人，可以从室内跑到室外，

只不过还是在无意之间持续地受到催眠的影响使自己主动或被动地继续往更深程度的睡眠中去。例如朝

天指的路牌，天上拉着“睡吧”横幅的飞机，赶来把尼莫拉回去的两个人。接着在医生的持续催眠之下，

尼莫彻底地被催眠，此时他的意识不再压制潜意识，使得他进入到自己潜意识的回忆当中。 

5.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在片中的体现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是人格结构的最基本的层次，相当

于他早期提出的“无意识”。它处于心灵最底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动物性的本能冲动。本我的运作方

式被称为原始过程，主要通过冲动的满足来寻求快乐；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中介，试图平衡本我和超我

之间的冲突，同时也要适应现实的要求。自我发展出现实过程，通过思考、推理和判断来满足本我的欲

望，但也要考虑到现实和社会的限制。自我具有理性和现实的特征，它的任务是维持个体的平衡和适应

性；超我代表个体内化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则。它是个体内化了父母和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超

我通过内在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个体的行为，并产生内疚和焦虑等情绪。超我在个体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

并与自我一起调控本我的冲动。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但同

时又存在冲突。 
在《无姓之人》这部影片中，“本我”的体现在于尼莫本能欲望之下的选择。尼莫在人生中不同的分

岔点上，经常受到本能欲望的驱使，这些欲望源于对爱情、权力、成就或其他方面的追求。弗洛伊德认

为，本我是完全处于潜意识之中的，包含了各种本能性的被压抑的欲望。尼莫在追求这些欲望时，往往

不会顾及现实条件和道德规范，只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体现出了本我遵循的“快乐原则”。例如尼

莫和安娜之间不顾伦理道德的感情发展、尼莫和珍妮之间情感空虚的冲动型抉择等其他细节。尼莫在追

求本我欲望的同时，也面临着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和挑战。他的“自我”在这些情况下起到了调节作用，

试图在满足本我需求的同时，也遵守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尼莫的人生中充满了选择和冲突，他的自

我在这些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努力协调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以寻一种平衡。尼莫的“超我”在

他的道德观、价值观和社会理想中得到了体现。他的超我经常对他的行为进行评判和限制，使他感到内

疚或自豪。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尼莫都会受到超我的影响，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和道德标准。通过自我

典范确定道德行为的标准，引导他做出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决策。例如在尼莫的母亲离开之后，

他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因为一些原因变得生活不能自理，但尼莫还是放弃了外出与朋友玩乐，选择在

家照顾父亲；跟伊莉斯结婚后，想方设法让伊莉斯开心，伊莉斯提出他对车过于关心后毫不犹豫地一把

火将车烧掉只为不让自己分心。尼莫的人生经历展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平衡。

他的本我驱动着他追求各种欲望，而自我在现实条件和社会规范下对这些欲望进行调节。同时，超我通

过道德限制和理想原则对他的行为进行评价和指导。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构成了尼莫复杂而

多变的人格结构。 

6. 总结 

弗洛伊德的思想对 20 世纪的文学艺术、文学艺术理论、美学、心理学、哲学等人文思想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在今天，几乎是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像或者影响的痕迹[5]。《无姓之人》就

是一部现实与想象交织的电影，在解析着想象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同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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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融合其中。该片在结构及变现手法上跳脱出了传统电影叙事的逻辑与架构，打破了观众的观影习惯，

在各种细节上暗示着想象的存在，让观众与角色一起穿梭于不同的“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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