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新闻：你在书中提到了贾雷
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
书，《植物塑造的人类史》与之有哪些
共通之处？

史军：共通之处不敢说。毕竟
《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还是我学
习的榜样。至于说启发当然是有的，
读完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很多科学问
题和人文历史的问题，实际上是统一
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是互相影响和

决定的。比如说戴蒙德在书中指出，关于文明起
源需要稳定的蛋白质供给，地理上的动植物等资
源分布决定了文明的发展，这些认识都让我豁然
开朗。原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观点，不
仅仅是社会学的问题，还是自然科学的问题。所
以，我开始尝试用植物的视角来分析人类发展的
问题，审视植物对人类的影响。《植物》这本书可以
说是更聚焦于植物方面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至
少我希望如此。

封面新闻：植物与人类的相互影响是如何贯穿
于整个人类发展史的？

史军：植物的“每一步”都影响着人类的发展，
比如说，对人类身体的塑造。我们的牙齿（智齿），
我们的肤色，我们的视觉，其实都与植物有关。我
们的饮食习惯也跟植物有关，比如用火来加工食物
更多是为了破坏植物中的毒素，用石磨来加工面
粉，是为了身体更好地获取能量。中国人团结一致
的精神也跟植物有关系，因为早期的农耕需要大量
的人一起兴修水利工程，一起协作开发，这就形成
了文化上团结向心的基础。

封面新闻：你在书中说“人类肤色转变这件事，
背后的导演竟然是以小麦为首的粮食作物”。植物
促使人类改造工具很好理解，对肤色和审美的改变
这些比较抽象的命题该如何理解？

史军：通过分析人类肤色基因，科学家发现直
到1.1万年至1.9万年之前欧洲人的皮肤才终于变
白，而在《科学》上发表的另一篇论文更是把这个时
间定在5300年至6000年前。这个时间恰恰是农业
起始，人类从猎人变为农民的时代。

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错觉，农民有固定的收
成，猎人打猎靠运气，因此农民餐桌上的食物要比
猎人餐桌上的更稳定，也更丰富。但是实际情况恰
恰相反，早期的农民都是看天吃饭，不仅没有稳定
的收成，收获的粮食也非常单一。就在猎人们吃着
炖山鸡、烤野兔，品尝野果子的时候，早期的农民只
能想办法把麦粒做得更好吃一点，以便能吃得下
去。更麻烦的事接踵而来：食物的单一化，特别是
动物性食物的匮乏，导致早期农民极度缺乏维生素
D。还好，上天给了一个备用解决方案，就是晒太
阳。只要皮肤接触阳光，就能生产出维生素D。于
是，为了获得更多维生素D，这些农耕人群的肤色
开始变得越来越淡。

封面新闻：书中提到郑和的船队中没有人得坏
血病，是因为中国人爱种菜，你觉得中国人的这一
习惯是因何发生的呢？

史军：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原因，虽然有
人认为这是不靠岸航行时间短造成的，但是在船上
种菜，特别是种食芽苗菜确实对于补充维生素C有
帮助。种菜显然不是因为航海需求产生的，而本来
就是一个传统。因为在古代中国，小农经济强调自
给自足，种植和食用蔬菜本身就是满足人体营养需
求的基本做法。

封面新闻：在未来，你认为人类与植物的关系
将何去何从？

史军：未来，人类与植物仍然是相互驯化和相
互适应的过程，人类是植物生存的外在环境条件，
而植物也是人类生存的条件。我们必须深入了解
植物这个盟友，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大家都可以
去了解植物，从植物身上汲取生命的智慧，去平等
地看待这类特殊的生命。更好地与这些生命体和
谐共处，珍惜一粥一饭，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事情。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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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植物的关系比想象中复杂
植物学博士推新作揭秘

很多人知道，植物是
人类的食物、药物或工业
原料，但是未必知道，植物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其实
起了很多“决定性”重大作
用。从促使人类定居的小
麦和水稻，到改变世界的
花椒和土豆，再到牵动世
界贸易神经的大豆，植物
的力量显而易见。

2021年7月，中科院
植物学博士史军的新书
《植物塑造的人类史》由现
代出版社推出。他在书中
详细探讨和重点表达的
是，人类驯化了植物，植物
却塑造了人类。我们的食
物、文字以及社会组织结
构都受到植物的支配，我
们的经济、贸易以及对世
界的探索都受到植物的支
撑，甚至连我们的厨艺、肤
色和长相都是由植物决定
的。比如，竹简和木牍上
的纹理特质，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汉字的基本形
态。同时，本书对一些并
不起眼的事物背后隐藏的
文明演进密码，进行了颇
具新意甚至是颠覆性的破
译和解构，富有趣味并发
人深思。

在这本书中，史军用
植物和人类相互影响、相
互塑造发展的独特视角，
引出了人类走出非洲，一
直走到现代社会的历程。

以植物为核心的章
节，读完后引人深思，会让
你重新思考和审视人与植
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假
如你是一株小麦，你会怎
样看待这群直立行走的动
物呢？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
该书发布会上，史军与科
普阅读推广人、果壳联合
创始人小庄，国家动物博
物馆张劲硕博士等人还针
对一些热点话题进行了交
流。比如，棉花这种经济
作物的出现和成熟。因为
棉花作为商品附加值特别
高，因而促成了种植生产
区域的原始资本积累。为
什么棉花能促使资本的原
始积累？其中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能吃下的东西是
有上限的，再能吃的人，一
天也不能吃十顿饭。但是
穿衣没有上限，一天换十
身衣服都不是困难的事。
衣橱里面，只要你愿意装，
就可以塞满。另外，作为
一种非常好的贸易商品，
纺织品的消费天花板远高
于其他商品，有很好的交
易性，运输途中也不易坏。

交流中，小庄还特别提到：
“拿到这本书挺感动的，就像
我们当初聊的那样，史军会写
出更大、更完整、更整体的作品，
把对文化、生活的感受都写进
去。好的科普一定是综合性
的，有很丰富的东西。史军这
几年到处走，做跟植物有关的
各种事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和体验，并融合进作品中。”

史军是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会员，作为植物学博士的他
善于写科普作品，著有《植物
塑造的人类史》《中国食物·水
果史话》《植物学家的筷子和
银针》《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
银河系》等。同时，他还担任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水果
传》《风味人间》等多部纪录片
的科学顾问。

史军说，写《植物塑造的
人类史》的目的就在于，让更
多读者真正了解植物，真正了
解植物学，了解植物科学能够
带给我们什么。他想让大家
知道植物并不像想象的那么
无趣，不像想象的那样静止，
它们有很多跟人类互动的有
趣故事。而这些故事会影响
我们看世界的眼光，也影响我
们是不是能有效地找到属于
自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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