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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一项发明能像火影响
那么大，从夸父追日到普罗米修斯偷火，从“长明灯”
到“拜火教”，从钻木燧石到火柴的产生，在人类文明
前进的每一步，火的作用和影响都不容忽视。  

   一、火与人体毛发变化的关系  

  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火与人体毛发变化有关系的说法，但事实上人
体毛发的变化与火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在一百多万年以前的远古
时代，人类及其他动物对自然界的影响还比较小，当时的自然环境应该说
是完全天然的，原始森林比比皆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季，因雷电或其他原
因产生自然火应是较为普遍的，至少比现在的森林更容易产生自然火。其
时，由于只能靠河流、湖泊或者天降大雨才能阻止山火的漫延，所以与今
天相比，古代的自然火一旦发生，所燃烧的面积会更大，持续的时间更
长。  

  在远古时代，自然火对生态环境的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一场大
火过后，无数生命被吞食，幸存下来的人类只得从灰烬中寻找可以充饥的
东西。原始人在从灰烬里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火虽然是可怕的，但靠
近它时又可取暖。这一意识的发生可以说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一个重大
分界线，正是意识到火可以取暖人类才产生了保存火种的意识。原始人开
始将自然火种带回洞穴中保存起来，人类对火的利用也就从此开始了。  

  在中国的云南元谋县、非洲肯尼亚的切苏瓦尼亚地区都发现了100多
万年前人类用火的遗迹。北京周口店猿人的用火遗迹也有50多万年的历
史。当时人类保存火种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烧烤食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为了在寒冷的冬天能取暖。当冬天来临时，原始人在晚上围在火堆旁休
息，天气越冷，人类就越靠近火堆，人类本来用以御寒的毛发慢慢地被火
烧焦了，变得越来越少。随着熟食的增多，原始人的饮食习惯也在改变，
吃熟食容易使人积累较多的脂肪，脂肪的增多一方面提高了人类御寒的能
力，另一方面却阻止人类毛发的正常发育，降低了毛发在抵御寒冷方面的
功能。所以，火的利用与用火带来的饮食结构的变化是造成人类毛发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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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原因。  

  二、火与服装产生的关系  

  原始人在使用火的过程中，随着毛发的减少，对火的依赖性也越来越
强。特别是冬天，当人类离开火堆外出活动或寻找食物时，由于感到非常
寒冷，就不得不开始思考寻找御寒的办法。这样，洞外取之不尽的柔软并
且可以连结起来的树叶自然就成为人类的第一件衣服，但人类学会用树
叶、兽皮做为御寒工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是，人类从利
用树叶护身到使用兽皮御寒，可以说都是由用火催生的。我们知道，许多
鸟儿可以搭建技术高超、结构合理的鸟巢，它们也是利用自然界的东西来
搭建这些建筑，但它们并不知道把这些东西附在身上移动时也可御寒。也
许鸟儿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它们的羽毛足以让它们度过寒冷的冬
天。但原始人在用火的过程中由于改变了人类自身的毛发结构，所以利用
树叶、兽皮御寒就成为人类不得已的选择。人类在困难面前学会了思考，
终于发明了服装，这是动物所不及的，所以说火的利用也是人类发明服装
的最根本动力。  

  三、火与人类智慧产生的关系  

  远古时期，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原始人开始吃熟食也
许是在大火过后，由于太饥饿，不得已到灰烬中去寻找食物，但当他们感
到熟食比生食更加味道可口时，人类在进化的路途中就实现了一次大的飞
跃。掌握和使用自然火是人类食物发生变化的关键。原始人捕猎归来，把
捕获的动物或采摘的植物放在火中烧烤，并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改
进食用熟食的方法。在我国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均发现了大量陶
器，陶器的发明使人类开始可以随心所欲地烹饪食品。熟食的长期食用不
仅可以防止疾病，同时还可以增加营养，并进一步促进人类大脑的发育，
最终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所以火又是人类智慧产生的原动力。  

  由此可见，从原始人到现代人智慧产生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火，可以说
认识和掌握自然火是人类智慧启迪的第一步；而人类在火光中得到光明，
在寒冷中取得温暖，利用火抵御野兽侵袭是火对人类智慧启迪的第二步；
继而人类掌握了用火烧烤食物，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使人类大脑在吃
熟食过程中更加发达，这是火对人类智慧启迪的第三步，人类从此揭开了
认识自然改变自然的新篇章。由此，也可以说，是火将人类带进文明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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