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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4年 3 月19 日天水地震考证

` _

唐开元二十二年 (公元 7 34 年 )
,

秦州发生 了一次强烈 地 震
,

具体记载是
: “

唐开元二

十二年二月壬寅
,

秦州地震
,

.

西北 隐隐 有 声
,

诉而复合
,

经时不止
,

坏庐 舍 殆
.

尽
,

压 死

百余人
”

( 一说四千余人 a)
`

这次地震
,

原将震中定在甘肃天 水 附近
。

19 7 1 年 初谢
·

原定
和I叠逗l两同志认为

,

这次地震的震中不在天水
,

应在清水
,

其理肉是
:

秦州治 上 邦
,

’

上

郊有二
,

唐朝
_

以前在天水附近
,

庸朝以后在清水附近
,

故将这次地震的震中搬到了清水
,

现

经我价再次考证认为
,

上邦没有变迁过
,

一直在天水附近
,

.

天水地震应还故里
。 ·

.

,

为了搞清这次地震
,

首先要了解秦州在唐朝时的情况
。

据引日唐 书
·

地 理 志 》 记 载
:

“
秦州中都督府

,

隋天水郡
,

武德二年
,

平薛举改置秦州
,

仍立总管府厂 管秦
、

渭
、

眠
、

挑
、

叠
、

文
、

武
、

成
、

康
、

兰
、

宕
、

扶等十二州
。

秦州领上郑
,

成纪
,

·

秦岭
,

清水四县
。

… … ,

开元二十二年
,

缘地震
,

移治于成纪县之敬亲川天宝元年改为天水郡
,

依 旧 都 督 府
,

督天

水
,

陇西
,

同谷三郡
,

其年还治上邦
,

乾元元年复为秦州
”

一

。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
: ( 一 )

在唐武德二年将隋朝之天水郡改置秦州
,

仍立总管府
,

管秦
、

渭等十二州
,

秦州 是 其中之

一州
,

并是总管府的首州
。

秦州领上邹
,

成纪
,

秦岭
,

清水四县
,

上都为 首县
,

首县一般都

是都
,

州附郭
,

即郡
、

州治所在县
,

上邹和清水是秦州互相分宾的所属县
,

没有相混的地方
。

( 二 ) 秦州确实是搬过家的
,

不是搬到清水
,

而是因开元二十二年地震
,

使州城 ( 上邦 ) 遭

到严重破坏
,

州治暂时从上 邦迁到成纪县之敬亲川 ( 今秦安北 )
。

事隔八年后于 天 宝 元 年

( 公元 74 2年 )
,

又还治于上邦
,

并于乾元元年 ( 公元 75 8年 ) 复为 秦州
,
说明 7 34 年 3 月 19

日地震发生时
,

秦州确实治于上圭队
卜 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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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烈呜佗日
`

气
上 此

飞 产 、
·

上 邦 究 竟 在
什 么

地
方 呢

? 据 《 旧 唐 书
·

地 理 志
》 记 载

: “
上 邦

、
汉 县

,
属 陇 西 郡

,

武 帝 分

置 天 水 府

,

后 汉 分 郊 道 立 南 安 府

,

后 魏 改 上 邦 为 上 封

,

隋 复 于 上 郊 治 秦 州

, ’

州 前 有 湖 水

,
四 时

增 减 补 故 名 日 天 水 郡 ,,
。

〔 图 1 ; 2
.

〕这 段 记 载 说 明 了 天 水 名 称 的 来 历 以 及 上 邦 和 天 水 间 关

系 ,, 秦州首县为上郑
,

.

上 邺
即

是
天

水

。 、

:
`

、

一

、

卜

L

综
上 所 述

,

秦 州 州 治 所 在 县 上 邦 在 唐 朝 没 有 变 迁 过

,

只 是 缘 地 震 从 上 郊 迁 至 成 纪 县
之 敬

亲 川

,

八 年 后 又 还 治 上 郑

。

又 从 上 邦 的 记 载 中 的 天 水 名 称 来 历

,

更 加 说 明 了 上 郑 确 实 是 在 天

水 附 近

,

所 以 我 们 认 为

, 7 34 年秦州地震震中仍应在天水
。

( 李 群 武 焕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