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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Cuisines May Affect Human Evolution, a Book Review 
ZHU Xiao 
MOE Key Laboratory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Focus on：Wrangham R (2009) Catching Fire: How cooking made us human. New York: Basic Books. 
 

ABSTRACT: Richard Wrangham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consider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rain and the 

degeneration of peptic as a result of cuisine evolvement in his new book “Catching Fire: How cooking made us 

human”. Is there any possible that cuisine cultures also affected the evolution of populations in different areas? Here 

I try to expand Wrangham’s logical consequence from a view of human bi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uisines and human races, by comparing cuisine cultures and human body features in different 

continents. 

 

书评：不同地域烹饪文化与体质特征的比较 
朱晓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433 

摘要：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兰厄姆在 2009 年出版的《控火：烹饪如何造就人类》里提出了一些与烹饪相关的

人类特征，认为人类烹饪技术的进步加速了脑部发育的进化并导致了某些消化器官的退化。使用如此新颖的

角度来解释人类进化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议论，而不同地区人种的分化是否也与烹饪饮食有关呢？本文尝试

比较不同地区与种族人群的烹饪文化以及体质特征，探索烹饪饮食与不同人种的进化方向可能存在的联系。 

 

 

哈 佛 大 学 古 人 类 学 教 授 Richard 
Wrangham 在 2009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

《 Catching Fire: How cooking made us 

human》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新

颖的视角去检视人类的进化足迹。Wrangham 
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些和烹饪相关的人类特

征，认为人类烹饪技术的进步加速了脑部发

育的进化并导致了某些消化器官的退化[1]，
本文尝试比较一些地区与种族之间的烹饪文

化以及人类体质特征，对 Wrangham 提出的

几个假设做一些扩展性思考。 
相对于自然界中其他物种的动物而言，

人在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

征，作为一个杂食动物，我们没有食肉动物

那样锋利的爪子、强有力的下颚、尖锐的牙

齿，我们也没有厚重的皮毛或者灵敏迅速的

身体来逃避危险，这些特征都使得人这个物

种减少了与同类动物竞争并存活的机率。然

而我们知道很多人类特有的行为比如直立行

走，其进化的最终目的是支撑起我们那个庞

大而且“累赘”的大脑。庞大的脑容量使得人

类拥有了替代身体的生存本钱，甚至使人类

在某些方面成了整个自然界的主宰。比较一

下人与其他物种的大脑发育程度，我们人类

的脑容量商(Encephalization quotient，一个衡

量脑部占全身比重的指标）高达 7.44，而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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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欧洲、亚洲以及非洲人所食用的主食。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非洲，欧洲与亚洲的主食要精细很

多，而且在烹饪上追求更高的品质。 
Fig.1. Staple foods of Europe, Asia, and Africa. Compare to “Fufu” and “Kenkey”, staple food in Europe and Asia 
looks and tastes better. 
 
猩猩仅有 2.48，至于其他的猫、狗等动物都

在 1 左右甚至更低。如果优秀的思考能力能

够帮助一个物种占据很好的进化优势地位，

那么为什么只有我们人类得以进化出如此

“畸形”的身体？实际上拥有如此庞大的大脑

是具有极大风险的特征，我们人的大脑占全

身比重的 2%，然而能量与氧气消耗却占据

了 20-25%，代谢率据估计是黑猩猩的 3-3.5
倍[2]。这意味了拥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则意味

着更多能量摄入的需要，Leonard 曾经依据

这一点提出人类摄食上的选择优化能量分配

一说，然而 Wrangham 在观察中发现黑猩猩

一天需要花费 6 个小时用来咀嚼和消化嘴中

的食物，如果人类没有发明出一个高效的营

养摄入办法，那意味着我们为了维持大脑的

运转需要一整天什么事情不干，坐在树上咀

嚼果子[1]。因此烹饪食物成了人类进化历程

中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也是 Wrangham
论点的主要依据之一。 

如果说大脑消耗与身体消耗的比例受

到能量摄入的影响从而能够影响人进化的方

向，那么我们位于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种是否

也有受到这种选择的影响呢？人类使用火的

化石证据最早处于三十万年前，Wrangham
则推测人类使用火和烹饪技术来提高摄食效

率应该是更早的 190 万年左右[1]。非洲起源

说认为人类于 7 万年前左右走出非洲，而多

地区起源说则认为是 10-20 万年前[3]，无论

是哪种说法这 10 万年左右的时间的进化历

程相对于烹饪起源的时间都不能被忽略掉。

一些研究人种间差异的学者对不同人种的体

质和行为特征作了大量的数据调查和分析，

J.Philippe Rushton 在 1992 年通过调查 6325
个不同种族性别的美国现役军人的脑容量，

发现蒙古人种为 1416cm3、高加索人种为

1380 cm3 而黑人则为 1359 cm3[4]，他之后又

多次获得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统计，但结论

中这三种人群的脑容量之间差异并没有太多

改变[5]，在不同人群 IQ 方面的统计也和这

个结果十分相似[6]。相对的非洲地区进化出

的人种在身体机能以及激素分泌方面则更胜

一筹，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体育项目中黑人

运动员总是能够在身体方面占据绝对优势，

而事实上非洲人群拥有更多的性激素分泌，

而且身体结构上也更利于运动，比如说由于

脑容量的原因，亚洲女性在生理上需要更宽

的盆骨从而降低了运动能力。还有一些侧面

的数据也同样能够反映这个问题，由于激素

原因，黑人小孩被诊断为多动症的概率也高

很多，社会学方面黑人的暴力犯罪率是其他

人群的 3 倍以上[7]，黑人女性产双胞胎的比

率为千分之 36.8，是西班牙裔白人(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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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接近两倍(21.0‰），亚洲人群的 4 倍

以上[8]。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非洲人群在脑

部的进化上较其他地区要慢一些，而适应野

生环境的身体特征则被更多的保留。如果说

能量消耗是大脑进化发育最大的限制因子，

那么不同人群饮食和烹饪的特点也应该能够

给出相应的解释。 
我们知道在距今五千左右的时间出现

了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这些文明的出现同

样也意味着农耕已经被广为利用，稳定的食

物来源保障了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也是

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础。而当今的主食之

一小麦则起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地区，

水稻则起源于长江黄河流域以及东南亚地

区。在人类最重要的几种主食中，小麦水稻

具有高能量摄入的优势，小麦以及水稻每

100克就能提供 1500千焦的能量是玉米土豆

等其他食物的 5 倍[9]。结合人类的迁徙历程

来看，虽然说不能确认是否和人群的进化方

向相关，然而亚洲人群确实较其他地区提早

了一两万年享受优秀的食物来源。再从现今

的烹饪状况来看，在大部分非洲地区的主食

仍然由玉米这类高产食物作为制作来源(由
于殖民的原因南非除外），而且烹饪技术和文

化也相对落后，好几种主食(麸麸、啃基等）

外形开上去就是一个面团；而欧洲则以小麦

为原料的面包等面粉制品以及土豆、牛排为

主食，面粉制品以各种吐司、派饼为代表

[10-12]，外形精致，内容丰盛(图 1）；而亚

洲则主要以水稻也就是米饭，辅以小麦作为

主要的食物来源，比较典型的代表有日本的

寿司、中国的米饭，在烹饪文化方面较欧洲

来说更为庞杂，仅仅在中国就出现了手法各

不相同，风味各有特色的八大菜系，如此系

统性的烹饪文化是欧洲国家地区性的差异所

无法比拟的。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是从

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文明食物来源的选择与

烹饪文化的发展和人类的进化方向有着一定

的联系。 
烹饪文化在最早期是追求质，所谓质也

就是对各种营养物质像蛋白质、脂肪、维生

素等的保存以及有害物质的防控等方面。然

而在人类社会相当发达的年代，食物来源已

经不是生存问题了，大规模机器化的养殖和

耕种使得像玉米、鸡肉这样的食物成本低廉， 

 
图 2 不同人群间牙齿大小的比较。纵向代表不同地

区不同人群，横向是牙齿图形扫描样点数据的第一

主成份，柱形图越靠右则表明牙齿的平均大小越大。 
Fig.2.Tooth sizes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X-axis is the 
first PC of the raw measurement data, Areas are 
arranged along Y-axis. Larger value in X-axis 
represents a larger size of tooth. 

 
烹饪文化更多追求的是色、香、味等供人们

欣赏和享受的部分，甚至追求一些奢华的形

态以及盛放器皿。就我们自身的食物来说，

比较明显的就是现在的馒头和十年前的馒

头，还有老一辈的人总是要吃一种叫窝窝头

的杂粮，粮食的发展是越来越精细，现在城

市里的小孩子估计这些都不会去吃，一般都

是一些面包蛋糕等欧式主食。由于不需要摄

取更多的能量，不需要去咀嚼难以消化的食

物，我们的消化系统随着食物加工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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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个种族的人群间下颚形状的比较。中间的坐标轴是 3D 图形样点数据的 PCA 分析图。周围的 8 个图

分别指示在图中各个方向的下颚形状趋势。 
Fig.3. Mandible shapes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Figure in the middle is the first two PCs from morphometric 
landmark data. The 8 figures around describe a trend of mandible shape in 8 directions. 
 
展而退化，我们的牙齿、下颚在变小，我们

的肠道在变短。图 2 是一张不同种族牙齿大

小的统计图[13]，我们可以看出欧洲人群牙

齿的平均大小最小，东亚、东南亚人群居中，

而非洲人群则仍然是最大的。图 3 是一张三

个种族下颚形状的统计图[14]，在这个数据

里，欧洲人的下颚最小，亚洲人群其次，而

非洲人群依然最大。这些数据结合烹饪文化

可以说明，牙齿的退化可能与食物加工技术

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其中有一点比较有趣，

体型更为巨大的欧洲人反而牙齿以及下颚比

亚洲人要小，Richard 在讨论中并没有注意到

烹饪技术的发展而仅仅局限于认为这是从烹

饪发明以来长时间的性选择决定[15]。不否

定性选择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并不能很完

美的解释种族之间的差距，而且近几十年的

亚洲人群也趋向于牙齿和下颚退化，这点证

明亚洲人群同样也具有对小型下颚的性选

择，因此这个差距应该来源于欧洲近代的工

业革命，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导致对食物的改

善也相对其他地区要优先，在这三百年的时

间内的性选择导致了这个奇异的数据，John 
Stevenson 在解释人类基因退化的时候认为

退化的速率要比进化速率高出近千倍的猜想

[16]，作者虽然有部分夸张的成分，但人类

咀嚼器官的退化确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作为一种文化，烹饪同样也伴随着人类

文明的迁徙进行传播，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食

材的引种、香料的传播、烹饪技术的交流等

方面。很多国家与地区的烹饪文化里也包容

着不少人类的历史足迹，例如在欧洲稻米作

物以及香料藏红花的出现就是 9 世纪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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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入侵而带来的，而玉米原产于中北美墨西

哥地区，因此直到哥伦布发现新世界后才开

始引种玉米。这些更精细的文明内容由于时

间距离较短而且地域之间差距不大，虽然很

难在整个人类进化历程中看到些许痕迹，却

也不失为一种相当有趣的辅助材料和思考方

向。最后提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人类为了

适应大脑的供能而发展烹饪技术，而至今为

止随着科技的进步，作物生产的效率加上饮

食摄入的效率导致能量富足有余甚至到了可

以浪费的地步，这能不能理解为我们的进化

速率没有跟上科技的发展速度，那么我们现

在究竟是大脑的进化带动科学呢还是科技带

着人类的进化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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