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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两京(都)制论证候风地动仪存在的合理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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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是否真实存在,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科学与历史问题。否定其最大的理

由在于因历史记载产生的矛盾。依《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建造候

风地动仪,而其卒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在此期间,《后汉书》只记载过一次地震,即永和三年

(公元138年)的甘肃陇西地震。一般认为候风地动仪记到的是此次地震。
矛盾之处在于对公元138年甘肃陇西地震的历史记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后汉书·五行志》

记载当时京师“裂城廓,室屋坏,压杀人”,即在陇西地震的同时,京师也发生了破坏性的地震;而《后

汉书·张衡传》却说“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记载的是在陇西地震发生时

京师并无任何有感地震发生。
由此,有人认为,在公元138年候风地动仪记录地震的同时京师就已经发生强烈有感地震了。

人都有感,地震动仪记到也就不足为奇了。更进一步,由于历史记载出现矛盾,地动仪无出土实物,
发明后很快遗失,因而就认为候风地动仪历史上并非真实存在,其存在性值得怀疑。

本文针对这个记载矛盾做出另外一个解释,论证在东汉时有两个京师,一是长安,一是洛阳,京
师震指的是长安,而候风地动仪放在河南洛阳。从而对历史记载中的矛盾有所解释,一定程度上肯

定了候风地动仪存在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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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EvidencefortheExistenceoftheHoufengSeismograph
BasedontheTwoCapitalsSysteminAncien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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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ctualexistenceofZhangheng'sseismographisstillcontroversialinscienceandhis-
toricalcircles,ingreatpartbecauseofcontradictionswithinhistoricalrecords.Accordingtothe
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BiographyofZhangHeng,inthefirstyearofYangJia(132
AD),ZhanghengmadetheseismographanddiedinthefourthyearofYonghe(139AD).During
thistime,therewasonlyoneearthquakethatoccurredinLongxi,GansuProvince,accordingto
the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whichoccurredinthethirdyearofYonghe(138AD).It
isgenerallyconsideredthatthiseventmustbetheonetheseismographsofamouslyrecorded.

Theparadoxliesinaninconsistencybetweenhistoricalrecordsofthe138ADLongxiearth-
quake.AnaccountingofpropertydamageatthecapitalappearsintheHistoryoftheLaterHan
Dynasty:WuXingZhi,whichmeansatthetimeoftheLongxiearthquake,adestructive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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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kealsostruckthecapital.However,accordingtothe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Bi-
ographyofZhangHeng,whentheLongxiearthquakeoccurred,noearthquakewasfeltatthe
capital.

Therefore,in138AD,whentheHoufengseismographrecordedtheearthquake,peoplein
thecapitalshouldhavestronglyfeltit.Itwouldnotbesurprisingthattheseismographcouldre-
cordtheearthquakeifpeoplecouldfeelit.Becauseoftheconflictbetweenthehistoricalaccounts,

andbecausetheseismographwaslostsoonafteritsinvention;manypeoplebelievethattheseis-
mographdidnotreallyexist.

Thispaperproposesanotherinterpretationoftheseeminglycontradictoryrecords.There
weretwocapitalsduringtheEasternHanDynasty:Chang'anandLuoyang.Weknowthatthe
seismographwastestedinLuoyang.Weproposethatthecapitalthatsufferedearthquakedamage
wasChang'an,whichwouldsolvetheparadoxandserveasapowerfulproofthattheseismograph
existedatthattime.
Keywords: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contradictoryrecord;question;theHoufengseis-

mograph;thetwocapitalssystem

0 前言

东汉末年张衡制造的候风地动仪是仅次于“四
大发明”的发明,作为民族的科学瑰宝一直被中国人

所乐道和骄傲。1951年王振铎复原的张衡地动仪,
其形象已作为中国地震的标志,被印上中国人民邮

政的邮票,载入了中学教科书。对候风地动仪,中国

可谓妇孺皆知。
但是,自候风地动仪受到追捧之后,国内外各个

学者就对其存在提出各种质疑。因为候风地动仪发

明之后就很快遗失了,在历史上也没留下更多的记

载。更重要的是史书在记载上的矛盾引起了国内外

专家对候风地动仪存在真实性的质疑。在这里我们

针对史上的矛盾进行分析解释,旨在找到中华民族

瑰宝———候风地动仪存在的理由。

1 争论的焦点

(1)《后汉书》中《张衡传》与《五行志》的矛盾

《后汉书》有两条记载:
“[永和]三年春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陇西地

震裂,城廓、室屋多坏,压杀人”。
《后汉书》志一六《五行志》
“[永和]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师及金城、陇西

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戌子,太白犯荧惑。夏四

月,……戊戌。遗光禄大夫案行金城、陇西,赐压死

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为收敛之,除
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赋”。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参见:(晋)袁宏《后汉

书·顺帝记》

上述两条记载皆被列入文献[1]中,在其中又备

注特指注释两条,一个是指时间,一个是指地点: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二月乙亥(初三),138年2

月28日(138年3月1日)
京师(洛阳,今洛阳市东北)、金城郡(治允吾,今

甘肃永靖西北)、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
若认定京师就是指洛阳,则上述两条历史记载

条目都是指在138年2月28日(138年3月1日)洛
阳发生了破坏性地震。

相反,范晔在《后汉书·张衡传》中记载:“阳嘉

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尝一龙发机,而地不觉

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

西,于是皆服其妙。……”
这条记载表明138年2月28日(138年3月1

日)在洛阳(若认定是当时的京师)没有发生任何有

感地震。
中国历史地震年表编者———中国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认为,张衡地动仪造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
至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其间六年无陇西地震记

录,疑《张衡传》所记陇西地震即永和三年二月之震,
也就是上述138年3月1日之震。

(2)否定候风地动仪存在

综上所述,后汉书《张衡传》与《五行志》的记载

产生了矛盾,《张衡传》说“尝一龙发机,而地不觉动,
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即当时在京师无感的情况

下候风地动仪记录到了陇西地震,而《五行志》记载

当时京师发生了地震,甚至还是破坏性地震。
鉴于 此,1983年 荷 兰 人 Sleeswyk和 美 国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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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in二人首先否定这次地震是张衡地动仪记到的

地震。
科普作家方舟子2010年在媒体上披露了这个

矛盾,并直接得出结论认为候风地动仪是臆造的:
“但是这个记载很成问题。按《后汉书·张衡传》所
说,地动仪建成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张衡卒于

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在此期间,《后汉书》只记

载发生过一次陇西地震,那就是永和三年(公元138
年)的地震。一般认为地动仪检测的就是这次地震。
但是《后汉书 五行志》说得很清楚,这次的陇西地

震在京师是有感的,破坏很严重,‘裂城廓,室屋坏,
压杀人’,京师学者不会对地动仪的机关发动感到奇

怪,与《张衡传》的故事矛盾。可见地动仪检测的不

可能是这次地震”。

2 “两京”合理解释《后汉书》记载的矛盾

“两京”的意思是指在中国古代,在同一时间存

在两个首都的现象,也称之为二都。这种现象是由

于政治与经济在地域上的不平衡所造成的。
针对本义所议,后汉书《张衡传》与《五行志》都

非亲身经历者的传续之作,因而所指京师到底是哪

个京师成了一个焦点问题,而正是这个焦点问题成

为解开候风地动仪存在与否及其是否记录到陇西地

震的关键钥匙所在。若后汉书《五行志》中所指的京

师是“长安”,即138年的强烈破坏性地震发生在长

安,而候风地动仪则放置在洛阳,即东京。简言之,
后汉书《张衡传》所指京师是洛阳,而《五行志》的京

师指长安,这就化解了这个记载上的矛盾,从而为这

个面谜案找到了一个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候

风地动仪记载地震的可能性。

2.1 历史上的“东京”与“西京”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出于政治与经济的目的,设立两

个首都的“两京制”,在地理的指向上,有“东京”与
“西京”之分,也有“南京”与“北京”之分。下面就中

国历史上的“东京”与“西京”略述如下:
(1)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后改都洛阳,因此东汉

人习惯称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
(2)隋炀帝建洛阳为东京,因此称长安为西京。
(3)唐显庆二年,以洛阳为东都,因此称长安为

西都,一称西京;天宝元年,定称西京;至德二载,改
称中京。

(4)唐至德二载收复两京,还都长安,因凤翔是

两京未复时肃宗之驻地,改凤翔郡为凤翔府,建号西

京。上元元年,废京号。

(5)南诏王寻阁劝时,以太和(指羊苴咩城)为
西京,至世隆称帝,改称中都。

(6)五代后唐同光元年四月李存勖即帝位于魏

州,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以即位前的晋王旧都太原

府为西京,十一月复唐旧制改西京为北京。
(7)五代后唐同光元年十一月复唐旧制以京兆

府为西京,至晋天福三年罢京。
(8)五代后晋天福三年自东都河南府迁都汴

州,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改东都河南府为西京,汉
周及北宋沿袭不改。

(9)辽重熙十三年,升云州为大同府,建号西

京,沿至金代不改。
(10)元代大同又被封为西京(陪都)。
(11)明李自成改西安曰长安,称西京。
(12)明张献忠以蜀王府为宫,成都曰西京。

2.2 班固《两都赋》与张衡的《两京赋》
《两都赋》是汉代文学家、史学家班固(32年-

92年)创作的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据

其自序,自东汉建都洛阳后,“西土耆老”希仍以长安

为首都,因作此赋以驳之。《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

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蔗、宫廷华丽等情

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

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

进行美化和歌颂,意谓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

了西汉首都长安。后来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

赋》,在形式上皆颇受其影响。
《二京赋》是东汉辞赋,为张衡赋作中的代表作。

《二京赋》包括《西京赋》、《东京赋》两篇。二京,指汉

的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
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同为东汉人

所创作,它们的内容都是把西汉都城长安和东汉都

城洛阳作比较。

2.3 东汉时期两京:东京与西京

由上述历史上普遍建立二都制的现象可推知,
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它们的政权是一脉相

承的,因此东汉时可同时把长安和洛阳都称为京师

或京都。最强有力的证据即班固所作《二都赋》和张

衡所作《京赋》。“二都”是指长安和洛阳,“二京”也
是指长安和洛阳,因而京师就有两解:长安或洛阳。

3 结论与讨论

由于后汉书《张衡传》与《五行志》记载的矛盾,
《五行志》记载说在候风地动仪记录陇西地震时京师

本地就发生了破坏性地震,因而记录上不足为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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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了否定候风地动仪之说。
本文从中国历史上出于政治与经济的各种目的

常设两个首都,即两京制认为,《张衡传》所指京师是

洛阳,而《五行志》指的京师是长安,即前都指的是东

京,而后者指的是西京。放置候风地动仪的东京在

当时真实存在“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的情

况下记录到陇西的地震,从而在这一方面论证了候

风地动仪存在的真实性,是对否定之说的再否定。
最后做几点讨论,以上从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的

对比与讨论仅是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从所谓“京师”
历史上的地震频发程度来佐证当时京师指的是长

安,因为长安的地震活动程度要高于洛阳,这从现代

地震活动的研究可以得知[3]。其次还可深入研究的

是,现年来甘肃发生的中强地震都有地面强震加速

度记录,可以利用这些记录的衰减程度来估计甘肃

陇西地震后西京长安的震感程度,以论证当时是地

方震还是远震波及的震感,进一步证明候风地动仪

历史存在的真实性。本文作者曾利用衰减关系从震

感方面论证过历史上发生地震的强度[4],同理,在新

史料发掘的基础上[4-6]可进一步研究当时的地震情

况。另外,还可以将针对地动仪的其他争论在这个

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讨论,以科学与理性的态度来

对待这一中华文明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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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土动力学学术会议在天津大学隆重召开

四年一次的第九届全国土动力学学术会议于2014年11月14日-16日在天津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

议由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得到了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分会、中国水

利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

建筑学会工程勘察分会、中国建筑学会地基基础分会支持,天津大学、天津大学水利工程仿真与安全国家重

点实验室等四单位具体承办,河北工业大学等五单位协办。
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近300篇,来自全国高校、科研与设计单位的400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

大会进行了14场、86个分组报告的学术交流。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颁奖仪式,对专业委员会评选出的第二届汪文韶优秀青年论文1篇、第九届全国土动

力学会议优秀青年论文6篇给予了荣誉和物质奖励。会议期间,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还

进行了换届选举,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了由79人组成的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第7届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其
中有23人当选为常务委员,清华大学张建民教授当选为主任委员,中国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徐健教授、甘肃省

地震局王兰民、浙江大学陈云敏教授、重庆大学刘汉龙教授、中国冶金建筑总院辛鸿博教授、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刘小生教授与大连理工大学的孔宪京教授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大会于2014年11月16日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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