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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驯化了狗？
张经纬

狗是日常生活最常见的动

物。 相比另一种喜欢猫在角落

里的宠物，狗的胆子更大，相遇

的时候，都会迎人而上，让我们

与它相见的机会大大增加。
狗和人类关系亲密， 我们

的许多传说都与狗有关。 比如，
在中国西南的许多民族（侗族、
傈僳族 ）中 ，都流传着一个 “狗

取稻种”的传说———
相传“古时候，人间没有稻

谷，人类忍饥挨饿。 这时人类就

派狗漂洋过海跑到天上， 去取

回稻种。 狗历经艰难来到天上，
在谷种上打了个滚， 浑身粘满

谷粒。 但是，狗返回人间时游过

天河， 河水冲掉了狗身上的谷

粒，只有尾巴翘在水上，剩下几

粒谷种带回人间。 从此，人类才

有了稻谷。 所以，现在不少民族

在收了新谷之后， 都要给狗吃

上一碗。 ”
这 则 传 说 的 有 趣 之 处 在

于， 把狗和人类的关系追溯到

久远的年代， 甚至是 “混沌初

开”的远古时代。 其次，传说中

的狗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特别

重要的角色。 和我们后来知道

的狗的普遍任务不同， 狗的最

初作用不是帮助人类打猎 ，或

者看家、捉老鼠，而是和稻谷的

起源有联系。
我们可以先明确一点 ，人

类和狗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新石

器时代中、晚期。 事实上，狗可

以无愧于“人类最亲密的朋友”
这个称号。 因为狗就是人类驯

化的第一种动物。
狗与人类之间亲密关系的

早期证据， 来自以色列北部一

座考古遗址。 考古学家在这处

遗址发掘了一位老妇人的墓 ，
她的左手下方就葬有一条狗 。
这 座 墓 葬 的 年 代 大 约 是 距 今

1.2 万年左右。 这样的墓地在当

地还有多处， 证明与狗同葬在

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习俗， 狗在

当地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就不言

而喻了。
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是，为什么石器时代的人们，在

晚近的 1 至 1.5 万年里驯化了

狗，即灰狼的后代？
从动物遗传学研究可知 ，

狗是人类从亚洲地区常见的灰

狼 （就是民间传说中常出现的

“大灰狼”）驯化而来的。 人类为

什 么 走 上 了 养 狗 这 条 不 归 路

呢？ 或者说，其实是养狼。
过去的考古学理论认为，1

万年前的人类依然过着狩猎为

主的生活， 但猎物已从猛犸象

一类的大型动物， 转变为野山

羊、鹿类等小型动物。 人类用弓

箭射伤这些动物的要害， 但这

类 善 于 奔 跑 的 动 物 会 带 伤 逃

跑、藏匿。 所以当时的猎人就需

要狗，或者刚驯化的狼，来追踪

受伤动物，或衔回死去的猎物。
当然， 狗的作用还不仅于

此。 它们还能在食肉动物靠近

时起到报警作用，后来的“看门

狗”就延续了这种功能。 而且，
狗 还 会 吃 掉 人 类 扔 掉 的 废 弃

物，保持营地清洁。
不过， 今天的考古学家已

经注意到， 这样一种解释过于

功能主义。 过去的解释是从狗

对人类的贡献， 来逆推人类驯

化灰狼的情形。 在驯化第一只

野生灰狼前， 谁知道它会听从

人类指挥追踪猎物？ 因此，人类

最初不可能带着为自己服务的

目的驯养灰狼。 就如中国西南

民族“狗取稻谷”传说那样。
犬类驯化难题的突破口 ，

不是来自动物考古学家， 而是

一群植物考古学家找到的。 他

们的结论是： 是犬类动物 （灰

狼）自己驯化了自己。
植物考古学家发现， 人类

驯化谷物，即农业的历史，出现

于距今 1 万年左右， 略晚于犬

类的出现（当然，人类利用野生

谷物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且地

点重合。 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
不仅仅是个巧合。

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把

人类种植谷物的出现，称作“新

石器时代革命”。 这种摄食方式

的改变， 产生了人类第一批早

期聚落。 其特别之处在于，这是

人类史上首次在一个地区停留

相当长一段时间， 让人们依靠

“收获物”以及该地区的野生资

源过活。 如果人们在一个地方

居住经年， 最终会遇到一个重

要难题：垃圾问题。
这些垃圾主要来自食物残

渣，以及人类自身的排泄物。 不

仅散发臭气， 还会引来老鼠等

啮齿类动物。 当老鼠被吸引而

来后， 接着就出现了以小型动

物为食物的灰狼。
早期人类很快注意到了这

个现象， 并意识到这对双方都

有好处。 人类远离了臭气和疾

病，而灰狼则有一个固定的“食

堂”。 当然，人类可能对这一驯

化过程起到了一点作用。 即便

人们最初并没想“收养”附近晃

荡的灰狼， 但也要防止它们伤

人， 那些不听话的灰狼就被杀

掉。 野生灰狼具有一种统治-服

从的等级制， 所以它们会率先

适应一个人类“统治者”。 事实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那些愿意

接 受 人 类 的 灰 狼 和 它 们 的 后

代，适应了和人类共居的生活，
并最终把自己驯化成了狗。

狗被驯化后， 对史前人类

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 狗在独

自捕捉小型动物以及围捕大型

动物时的合作能力， 很快就被

人类利用起来。 在人类开始农

业之后、 驯化家猫之前的几千

年里 ，屋舍 、谷仓中的老鼠 ，全

靠狗解决，“狗拿耗子” 真不是

“管闲事”！
同时， 狗作为第一个投靠

人类的驯化动物， 为人类之后

驯化其他家畜立下汗马功劳 。
人类有了狗这个好帮手后 ，可

以更有效地围捕其他动物 ，将

它们的幼崽和成兽分离开来 。
通过人为选择幼兽， 尝试对新

物种的驯化。 狗的驯化比绵羊、
山羊 、 猪早 2000 年 ， 比 猫 早

5000 年 ，比 马 、驴 、水 牛 等 早

6000 年。
从公元前 1 万年起， 狗就

伴随着人类的脚步， 开始了对

世界的扩张。 从热带到北极圈，
狗的品种随着环境变化， 呈现

出多样性。 现代世界上近 200
种狗，其实都源自同一个祖先。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文章开

头提到的那个“狗取稻种”的传

说。 这个传说之所以流传，竟是

源于一个“乌龙”的理由———粮

食作物的穗子和狗尾巴长得很

像，我们平时吃的小米，也就是

粟 ，在植物学上 ，就属于 “狗尾

草属”，是狗尾草的大种子大谷

穗表亲。 其他那些水稻或小麦

的谷穗， 在形象上也和狗尾草

有一些类似。 这让古代的人们，
对狗尾巴和粮食作物的谷穗产

生了有趣的联想。
虽然狗并没有真的为人类

取来稻谷的种子， 不过这个传

说却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人类

和狗的联系： 人类通过对谷物

的生产和消费，最终驯化了狗。
狗也见证了人类从狩猎采集走

向农业文明的历程。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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