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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对文明起源重要性

〉 火，在人类古文明中通常是力量的
象征和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

〉 古希腊神话中统领宇宙的至高无上
的天神宙斯，就是以雷霆和闪电为
象征

〉 在许多古文明中的太阳神同时也是
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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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通常是毁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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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作为世界基本元素

〉 古希腊四元素：土、水、气、火；

〉 古印度四大种：地、水、火、风；

〉 中国五行说：金、木、水、火、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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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说用于更广泛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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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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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火之间的媒介

受到宙斯惩罚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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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火之间的媒介

〉 林火造成食物匮乏，原始人类在饥饿的驱使下尝试烧焦的动物；

〉 生理需求和初级意识的联合作用，拉近了人与火的距离。

食物匮乏饥
饿

烧焦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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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火的距离

300万年前：
出现人类

50万年前：
人类 早用
火迹象

1万年前：
人类自己生
火



地
球
与
人
类
文
明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陈斌/2017

钻木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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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火的演化：火的4要素



地
球
与
人
类
文
明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陈斌/2017

早可能出现火的时期？

〉 空气因素

〉 可燃物因素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冥古宙 太古宙 元古宙 显生宙

-4,600M -3,800M -2,500M -540M

前寒武 古生
代 中 新

-250M -66M

树木森林出现

光合作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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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引发火的形式

〉 火山：稀疏

〉 雷电：广泛、频繁

〉 灼热阳光：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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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引发森林大火：古生代中生代

〉 古生代和中生代具有足够的氧气和
可燃森林；

〉 但没有大风存在，云团无法长距离
大规模频繁移动，造成雷电稀遇；

〉 满足生命力脆弱的蕨类植物和裸子
植物生存需要，得以“安全”进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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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以来的雷电

〉 全球出现四季交替，风雨频繁；

〉 出现被子植物，生命力和再生能力大大增强；

〉 到古近纪后期，又出现生命里 为顽强的被子草本植物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 频繁的雷电，及引发的林火不再会影响生物进化进程，火开始推动人类智力
和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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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火缓慢接近

〉 从300万年前出现人类，50万年前开始用火，到1万年前人类学会生火，这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

〉 受制于人类智力进化进程制约；
熟肉促进智力进化

〉 人类对火的恐惧心理；

〉 自然之火出现频率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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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脑容量变化

400

900

1100

1500

300万年 250万年 200万年 150万年 100万年 50万年 2万年

脑容量

脑容量

开
始
用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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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火 初利用：陶器

〉 从惧怕林火，到尝试熟肉，再到取火种；

〉 在相当长时期中，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存火种；

〉 掌握用火技术之后，首个重大发明是烧制陶器；

〉 早的陶器与钻木取火之间几乎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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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火的 初利用：铜器

〉 约7000年前开始冶炼铜器

〉 比彩陶晚2000年；

〉 6000年前学会冶炼铜锡合金，即青
铜；
与纯铜（红铜）相比，青铜强度高且熔点

低（25％的锡冶炼青铜，熔点就会降低到
800℃。纯铜（红铜）的熔点为1083℃）
。青铜的铸造性好，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

〉 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
的青铜刀，是中国 早的一件青铜
器，距今约5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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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促进贸易发展

〉 由于矿藏分布的不均衡，冶金也促
进了贸易发展。

〉 欧洲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出现由波
罗的海到地中海地区的琥珀贸易，
持续多个世纪，称为“琥珀之路”

〉 琥珀之路贯通欧洲南北，向东连接
波斯、印度、中国，重要性不亚于
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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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对人类环境及文明的影响

〉 根本上改善了饮食习惯和生产工具；

〉 克服严冬所带来的困难，并得以向温带和高纬度地区迁移，开阔了生存空间

〉 帮助和加速自身进化，人类在熟食中寻求吃盐，盐的摄入量加大支持直立能
力，促进大脑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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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火改变环境生态

〉 林火在环境演化中起重大作用

〉 促进林地草地之间的大规模循环再
生

〉 大火清空繁密森林

〉 产生肥沃土地和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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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耕火种是农业的 早形式

泰国一处刀耕火种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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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火的两个重要性质

〉 广泛可用性：火是一个通用工具，温度越高，用途越大，而地球上的各种能
源矿藏又恰恰满足了人类对火利用的需求。

〉 易得性：燃烧的要素在地球上普遍具备，空气中氧气含量（21%）适中，可
燃物植物（碳氢有机物）遍布全球。

〉 而且其它常温下的易燃元素均安全锁定在水（氢）和各种无机盐（钠、钾等
）中，无法直接燃烧。

〉 火的出现急速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形成了地球独特的演化历程。



地
球
与
人
类
文
明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陈斌/2017

下次课堂讨论题

〉 火神：古文明对火的崇拜

〉 人类文明中火的进化：迈向 高的温度

〉 煮或烤：用火处理食物的地区差异及影响

〉 人择原理：为人设计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