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屋久杉采伐的开端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屋久杉被尊为神木和神的化身，很少被当成木材砍伐。直到

17 世纪，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时岛上的僧人（同时也是朱子学者）泊如竹(1570-1655)

预见了木材资源的经济潜力，提出通过伐木让岛民摆脱经济困境。 

 

江户时代之前（16世纪） 

12 世纪至 19 世纪，包括屋久岛在内的九州南部都在岛津家族控制之下。1586 年，

岛津家族禁止屋久杉木材外销其他地区。1587 年，统一日本的武将丰臣秀吉(1536-1598)

下令对屋久杉进行调查。 

 

江户时代(1603-1867) 

岛津家族治下的萨摩藩臣民通常每年以大米支付税款。由于屋久岛的土地不适合种

植水稻，岛上居民用被称为“平木”的屋久杉木制作“屋根板”（铺设在屋顶代替瓦片的木

板）来交税。他们每年需要交纳总计约 580 万片屋根板，这对岛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

担。并且当时岛上的居民认为深山中的屋久杉是神木，不敢轻易砍伐，泊如竹只能设法

消除他们的顾虑。 

泊如竹曾在当地一座法华宗寺庙修行，后来又在京都、大阪、江户（今东京）和琉

球国（今冲绳）学习。他游历广泛、知识渊博，知道杉木在日本其他地方很有价值。



1640 年，他先是向岛津藩领主提议砍伐屋久杉，然后上山朝圣，向神灵祈祷，回来后告

诉村民，他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砍伐杉树的许可。 

为了万无一失，每次砍伐前村民们会进行各种小仪式征求山神的意见。他们把斧头

靠在待砍的树上，一夜过后，如果斧头倒地，那就表示未得到神的认可；他们还把米、

盐和烧酒放在树下请求神灵同意；当大树被砍倒后，他们又会把树枝放在树桩上，抚慰

树灵，并种上一株幼杉以示感激。 

缴税后，剩下的平木可以兑换大米、小麦、大麦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岛津家族还在

大阪和京都出售屋根板，为家族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岛上居民不忘泊如竹为改善岛民生

活而做出的贡献，至今仍对他崇敬万般。他的坟墓就在其出生地——安房，数百年来一

直得到村民精心维护。 

 

明治时代(1868-1912)及以后 

明治时代初期，屋久岛的森林几乎全部收归国有，政府禁止岛上居民前去砍伐。屋

久岛民持续不断地吁请归还他们公共林地，并在 1899 年至 1920 年间提起了几次法律诉

讼，但均以失败告终。既不能捡柴，又无法烧炭，村民们连做饭和取暖的燃料都难以获

得。直到 1921 年，日本农商务省最终根据《屋久岛宪法》的相关规定，允许屋久岛居

民使用部分国有林木。 

 



小杉谷村 

20 世纪 20 年代初，岛民得以重入森林，伐木业再次兴起。1923 年，岛上修建了一

条货运铁路用以将木材从安房村后的内陆山区运出。1924 年又在安房川上游建立了伐木

者的大本营——小杉谷，并且为让迁入户安居，还新建了小学和初中。1960 年正值战后

建设热潮，也是伐木业鼎盛之时，当时此地居民多达 133 户 540 人。随着该地区的屋久

杉几乎被砍伐殆尽，保护屋久杉的呼声兴起，大本营最终于 1970 年关闭。屋久岛上有

两处由于采伐和木炭工业衰落而被废弃的定居点，小杉谷便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