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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1997年，作为九三学社海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家安同志即撰写了题为《生态省：海南社会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最佳选择》的论文，系统提出了海南建设全国生态示范省的构想，为海南率先在
全国成功申报生态省作出了贡献。
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为保护海南这一块“净土”而呐喊奔走，其精神殊为可嘉。
更为可喜的是，后来家安毅然决定由文学硕士跨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专治海南生态环境变迁史之实学
，以期为民主、科学地制定环境保护各项法规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类对环境问题，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西方自工6世纪开始工业化，但直到20世纪60-70年代，环境问题才唤起较多人的关注。
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西方社会花费了巨大代价，进行一系列的重大创新，发展新的科学技术，转变工
业经济的传统模式，构建新的更具有普适性和包容性的制度框架，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环境保
护事业当中来，如今在改变此前公害严重的局面方面，已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我国是后发工业化与现代化国家，消灭贫困、发展经济的任务尤其紧迫与繁重，面对的环境问题更为
严峻。
今天，环境保护已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之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全民的共识。
然而，环境污染仍很严重，已成为阻碍我国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个角度出发，以形成新的、和谐
的生产方式为目标，才能真正把握和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这一时代课题。
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发展是环境问题的本质。
环境问题的关键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生产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最重要的方面。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改善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产力。
我们不但要改进传统农业文明的生产力，而且还要转变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力，我们必须通过有效的
创新机制促进新型工业化的生产力，这样，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才能迈上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道路，才
能避免西方传统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才能早日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
转折点，才能有效执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才能成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制度的建设。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才得以发生的，就像任何生产力都会形成自己
的生产关系一样。
在利益和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的时代，协调、校正社会中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化解矛盾，
促进和谐，把合理公正的社会关系稳固下来，并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只有制度建设才能最有效地达
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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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描述和阐释海南岛生态环境在人类活动的干扰下的变迁过程、原因及其生态后果，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保护海南岛生态环境的新理念——创建海南生态特区。
研究的空间范围是海南岛，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植物、动物和气候的变迁，时间上溯到第四纪全新世初
，时间跨越上万年。
    本书共分为8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海南岛第四纪古气候及古生物环境的研究，第二部分是海南岛森林变迁的研究，第三部分
是海南岛著名林木变迁的研究，第四部分是海南岛外来作物（植物）引种史的研究，第五部分是海南
岛野生动物变迁的研究，第六部分是海南岛的气候变迁史的研究，第七部分是对因海南岛生态变迁而
导致的几种主要的生态后果的研究，第八部分是关于人与自然的思考和关于海南生态保护及建设的建
议。
    本研究以历史学叙述为本，开创性地整合了古植物学、古动物学、古气候学、考古学、人类学、文
献学、社会学、现代生态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突破了学科之间特别是自然科学
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界线，在环境史研究方法上具有较大突破。
    本书可供从事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科学、植物学、动物学、气候学的研究工作者和管理工
作者及大专院校师生参考，也可供热爱自然、关心环境、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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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海南岛著名林木的变迁第一节  海南岛著名林木变迁的历史轨迹一、海南岛历史上著名林木及
其特征海南岛历史上以盛产珍稀林木而闻名。
屈大均说：“欲求名材香块者，必于海之南焉。
明代以后本岛府志及各州、县志及有关文献对此记之甚详。
明《正德琼台志?土产》记本岛著名树种73种；明《万历琼州府志?土产》记本岛著名树种75种；《道
光琼州府志?土产》记本岛著名树种36种；《咸丰琼山县志?土产》记本县著名树种82种；《光绪崖州
志?土产》记本州著名树种39种。
其中最为珍稀的良木美材有文梓、土沉香、花梨、坡檑、铁棱、子京、红壳松、山松、蚌壳树、陈木
、鸡尖、鸡翅木、铁力木、荔枝、天料、黄杨、乌木、青皮、红白藤等。
(以上树名多为俗名俚称，正文细加考辨)。
这些林木是家具、建筑的优质材料，在历史上最负盛名。
海南地处热带，其林木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
主要有三：一是坚韧耐腐。
《调查琼崖实业报告书》云：“本岛孤悬海中，风威甚烈，故所产树木抵抗力最为强大，质理坚细，
为他处所无，耐久之性，亦甚足矣。
”如桄榔木，“内腐而外坚如铁”；子京“不受刀斧”。
坡垒，“人地久，不朽，为材木之冠”。
二是香。
屈大均说：“海南多阳，一木五香”，如花梨、香楠、荔枝等有百年不灭之香。
三是有文采。
本岛有许多林木，自然成文，花纹清晰可爱，被世人称之为“海南文木”。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列专章予以介绍，其云：“海南五指之山，为文木渊薮，众香之大都，其地
为离，诸植物皆离之木，故多文，又离香而坎臭，故诸木多香。
”屈氏指称的海南文木有花榈、烏木、鸡翅木、苏方木、虎翅木、铁索木、香楠、相思木、铁力木、
紫荆木、飞云木、秋风木、胭脂木、徐、橼木、槌子木、水椰、栌、金丝垒、石梓、吐珠木等，并对
这些良木的品质特性作了描述。
例如：“有曰鸡翅木，白质黑章如鸡翅，绝不生虫，其结瘿犹楠斗斑，号瘿子木。
有曰铁刀木，理甚坚致，质初黄，用之则黑。
其性湿，赤乎凭之乏脉涩。
黎山中人多以为薪，广人以作梁柱及屏障。
南风天出水，谓之潮木，亦曰石盐，作成器时，以浓苏木水或胭脂水三四染之，乃以浙中生漆精薄塗
之，光莹如玉如紫檀，其潮亦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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