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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２次江西早期中强地震的甄别与复核

邓辉　董非非　卢福水　李正
江西省地震局，南昌　３３００９６

摘要　按照最大化利用有限地震资料的研究思路，充分发掘可利用信息，综合文史记载、人

文历史、地震研究成果等资料，对 ２次江西早期中强地震进行甄别和参数复核，得到结果如下：

３０４年吉水永丰间地震的震中约为 ２７．３°Ｎ、１１５．２°Ｅ，震级 ５．０级左右；４５５年余干地震的震中约

为 ２８．７°Ｎ、１１６．７°Ｅ，震级 ５级左右。该结果可为江西早期地震研究和潜在震源区划分提供新

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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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历史地震目录是地震研究工作的基础资料，也是各级政府防震减灾工作的重要依据，在

地震工作的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袁定强等，１９９８；刘昌森等，２００２）。自 １９５６年起，我
国先后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地震目录修编工作，经几代地震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海量史料中

的大部分历史地震记载得以初步收集，并整理、汇编成各版本的地震目录。当前，除了发掘

新的历史地震资料外，充分利用已有的宝贵地震资料，通过开展佐证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研

究，结合地震地质、地震工程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历史地震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已成为

历史地震研究工作的重要方向。本文对 ２次江西早期中强地震事件进行甄别与复核，概述
其研究思路、主要方法及相关成果，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１　研究概述

江西自古以来是中国文化的发达之邦，而赣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分支，在江西乃

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江西通志》作为江西现存最早的地方

志（余日蓉，１９９８），不仅标志着赣鄱文化的传承有序，同时也是江西历史的重要载体之一。
笔者在开展历史地震研究过程中，通过对江西历史地震资料的梳理，发现《江西通志》之祥异

卷中有数十处关于地震的文字记载，其中不乏早期破坏性地震事件的震害记载情况，这为分

析江西地震尤其是早期历史地震提供了新的线索和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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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历史研究组，１９５４．江西省地震资料年表．内部资料．

２　《江西通志》基本情况

最早于明朝嘉靖四年，由林庭 主修、周广编纂，在遵循《大明一统志》修例的基础上，

修纂《江西通志》，记载更加详细。嘉靖《江西通志》共 ３７卷，为江西省通志创始本（刘柏修，
１９９９）。目前北京图书馆存有嘉靖四年刻本和嘉靖三十五年增刻本，江西省图书馆存有嘉靖
三十九年刻本（黄海源，１９８２；余日蓉，１９９８；刘柏修，１９９９）。

顺治三年举人杜果等人于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奉檄重修《江西通志》（黄海源，１９８２），但
期间修纂工作因故被迫中断，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才刻期告竣。康熙《江西通志》
全书 ５４卷，较嘉靖版内容更为丰富，目前仍有康熙二十二年刻本传世。

白璜等依前人例，对《江西通志》进行增补修纂，于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完成，著成了明
清“江西通志”系列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名为《西江志》，计 ２０６卷（刘柏修，１９９９）。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江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谢等人依据《西江志》旧本加以厘定，完成雍正纂修
版，共 １６２卷（刘柏修，１９９９）。

此后清光绪、民国期间也陆续对《江西通志》进行了重修。自明嘉靖年起，《江西通志》

共八部刊本存书（刘柏修，１９９９），真实记录了江西的发展历史，也对世人呈现了赣鄱文化辉
煌灿烂的生动一面。本文查阅引用的资料为雍正纂修本（谢昱等，１７２９），共记载地震事件
３９次，该书为研究江西历史地震提供了宝贵的考证资料。

３　《江西通志》记录的 ２次地震

在《江西通志》中记录有 ２次早期江西地区的地震事件，记录时间分别为西晋永兴元年
和孝建二年。上述 ２次记载中均出现了地震破坏情况的描述，这在江西历史地震资料中较
少出现，尤其元代之前的中强地震事件更是少之又少。这 ２次中强地震事件的复核分析对
研究江西早期的地震活动、增补地震目录、推定发震构造和划分潜在震源区等工作有一定的

参考作用。

２次地震在《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谢毓寿等，１９８３）、《中国地震资料年表》①中均未
记载，而在《江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江西省地震办公室，１９８２）、《江西省志·江西省地震志》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３）中均有记载。
３．１　３０４年石阳地震

该地震在《江西通志》记为：“永兴元年彩云覆豫章，甘露降，麒麟见。是年石阳地震，水

涌山崩。———注：安志”，图 １为地震记载原文。历代各版本地震目录中均未收录此次地震。
上述史料是现有史料中江西最早的一次地震记载。关于该地震，目前能考证到的最早

的记载可追溯至明嘉靖《江西通志》，明嘉靖之后的其余版本的《江西通志》及地方县志均源

用嘉靖版刊本记载，地震情况记载一致。而最早记载该地震的嘉靖四年刊本距该地震已有

１２００多年，显然为传承前人的记载。但该地震情况记载言简意赅，记事明确，在传记过程中
不易引起歧义。因此《江西通志》中关于此次地震的记述具有其真实性。

因该地震为单点记载，遵循历史地震目录修定惯例（时振梁等，１９９８），发震时间只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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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北京中震创业工程科技研究院等，２００９．华能江西鹰潭核电项目初可研阶段地震地质专题报告．内部资料．

图 １　《江西通志》中 ３０４年石阳地震事件记载文献

以年记，依据“永兴元年”，将发震时间定为公元 ３０４年。
地震震中则取当时的石阳县治所在。根据江西吉安地区的历史沿革，石阳县为东汉永

元八年新置，故城在今江西吉水县醪桥镇固洲（吉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８９）。据此，地
震震中取在江西吉水永丰间（图 ２），震中参数取 ２７．３°Ｎ、１１５．２°Ｅ；精度为 ２类。

根据“水涌山崩”的地震描述，对照《ＧＢ／Ｔ１７７４２２００８中国地震烈度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２００９），再参照《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公元前 ２３世纪～公元
１９１１年）》（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１９９５）（以下简称“９５版强震目录”）中给出的中国早期
单点记载地震中与之描述类似的地震烈度，推定该震中烈度取Ⅵ较适宜。依据 ９５版强震目
录的编辑说明中给出的大陆东部震级烈度关系，可估算出本次地震的震级为 ５．０。

３．２　４５５年余干地震
据《江西通志》记载：“孝建二年馀干地震死者二十九人。———注：安志”（图 ３）。１９６０

年版《中国地震目录》（李善邦，１９６０）（以下简称“６０版地震目录”）收录了此地震，且《江西
省地震资料年表》（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历史研究组，１９５４）及江西省地震资料中给出
的地震参数和记载描述与 ６０版地震目录一致，但后续各版的地震目录却未收录该地震。

该地震目前能查阅到的最早史书记载为清代于成龙修篡的《江西通志》康熙二十二年刊

本，表 １列出关于该地震的各版本史料或志书记载，各志书出现了“地震死者二十九人”与
“雷震死者二十九人”两种记载上不相一致的情况。

本文对各史志进行复核后认为：

（１）余干地处鄱阳湖盆地南侧，位于扬子准地台东南缘，丰城婺源断裂和鹰潭余干断
裂在此处交汇（图 ４）。根据近年来该地区地震地质专题研究成果②，丰城婺源断裂主体走
向为 ＮＥ向，倾向 ＳＥ，为第四纪早中期断裂；鹰潭余干断裂走向Ｎ５５°Ｗ，倾向 ＮＥ，在余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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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３０４年石阳地震震中及其附近地区地震构造

图 ３　《江西通志》中关于 ４５５年余干地震事件记载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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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江西省重工业局区域地质调查队，１９７０．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报告书（比例尺 １
!

２０００００，波阳幅）．内部资料．

表 １ 各版本史料关于 ４５５年余干地震记载

序号 史志资料名称 记载内容 编纂者及出版社

１ 江西通志 孝建二年馀干地震死者二十九人

于成龙等修，杜果等篡

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２ 西江志 孝建二年馀干地震死者二十九人

白潢等修，查慎行等编纂

清康熙五十九年刊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３ 江西通志 孝建二年馀干地震死者二十九人

谢昱等修，陶成等编纂

清康熙五十九年刊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４ 饶州府志（卷七） 宋孝建二年馀干雷震，死者二十九人

黄家遴、冬准年等纂修

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５ 饶州府志（卷九） 宋孝建二年馀干雷震，死者二十九人

锡真修，石景芬纂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６ 余干县志（卷一） 宋孝武帝孝建二年雷震死者二十九人

吕玮等修，胡思藻等纂

清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７ 余干县志（卷四） 宋孝武帝孝建二年雷震，死者二十九人

区作霖纂修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８ 余干县志 孝建二年（４５５年）地震，死亡 ２９人
江西省余干县志编纂委员会

新华出版社

９ 鹰潭市志
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４４５），余干地震，震级 ５，死
２９人，其时鹰潭地在余干境内

《鹰潭市志》编纂委员会

方志出版社

１０ 贵溪县志
南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４４５），余干地震，震级 ５，
死 ２９人，其时贵溪地在余干境内

李寅生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城东南发现其为第四纪早中期断裂的直接证据。余干地区具有发生中强地震的地质背景。
（２）康熙《江西通志》中关于 ４５５年余干地震的记载源自明朝刊本，最原始可追溯至宋

书本记，而从表 １可看出各地方志书大多为影印的明清代各自的地方志书，因此该地震记载
为传承有序的历史记载，可信度高。

（３）上述志书在“地震”与“雷震”记载上出现混淆。“雷震”记述可能有误，理由为：其
一，雷电灾害是一种比地震更为频发的自然灾害，每年均会导致大量人员死亡，如江西每年

因雷击死亡的人数均在十数甚至上百人。在查阅的史志中，有大量的大雨、大水、地质灾害

记载，而与雨水相关的雷电灾害少有记载，该次雷（电）灾害记载仅有一次，显然不合常理；其

二，史书关于“星陨”的记载中对陨石降落过程或坠地后造成的影响有较为具体的记载或描

述，如《寻乌县志》（江西省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记：“１８７９年（光绪五年）十月，黄乡
雨石，大如斗，小如拳，损民舍甚多，石黑如煤，有硫磺气。”而 ４５５年地震资料中却并没有与
陨石相关的描述或记载，基本可排除因陨石坠落造成震动的可能；根据余干县所在区域的地

质矿产调查结果③，虽然余干矿产资源较丰富，但目前其地下岩层中尚未发现具备页岩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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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余干地区地震构造背景

发育的基本地质条件，同时地震资料中也没有与爆炸相关的记载描述，故可排除由页岩气爆

炸引起地震的可能；其三，“雷震”不合乎常规的“雷击”、“雷电”等表述方式，“雷震”一词在

江西其他史志书籍中未再次出现；其四，死亡 ２９人的单次雷电灾害可能性较小，如为一年中
累积死亡 ２９人，史料记载又少有再次出现；其五，“雷震死者二十九人”的记载要晚于《江西
通志》的记载，后续史料可能存在流传笔误和记载混淆，也可能是受当时科学文化认知水平

所限，将地震的地声误认为雷声。因此“雷震死者二十九人”的记述可能有误，《江西通志》

“地震死者二十九人”的记述应具有真实性。

（４）由于仅有《江西通志》传承了该地震记载，且地震地点仅记载有“余干”，因此该地震
考虑作为单点地震事件。而记载中未明确具体的日期，故以南朝宋孝武“孝建二年”即公元

４５５年作为该地震的发震时间。
（５）该地震为单点记载，因此地震宏观震中取余干县治所在。余干隶属江西省上饶地

区，秦始皇二十六年建县，以城邑之名命名为馀干县；汉置馀汗县；南朝刘宋永初年间，复名

馀干，也就是现在的余干。作为余干最为著名的地标之一的干越亭，可作为考证余干县治实

际位置的重要依据。据《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２００５）卷八十五·饶州府之广信府篇记：
“干越亭，在县东南三十步羊角山前。屹然孤崎。唐初张彦俊建，兴元中李德裕重修”，对应

上述记载，干越亭应位于余干县城附近，而其实际位置为今余干县玉亭镇的东山岭中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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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由此推断，玉亭镇应为余干县治所在地。本次地震的震中宜定为余干县玉亭镇，而在 ６０
版地震目录中将该地震震中参数定为 ２８．７°Ｎ、１１６．６°Ｅ，较玉亭镇实际位置过于偏西（图 ４）；
再结合鹰潭余干断裂是倾向 ＮＥ的断层特征，考虑将地震震中定于断层上盘更适宜。因此
笔者认为将该地震的震中参数复核为 ２８．７°Ｎ、１１６．７°Ｅ更为适宜；精度为 ２类。

（６）关于 ４５５年余干地震的震级，笔者认为 ６０版地震目录中给出的震级过于保守。根
据“地震死者二十九人”的描述，在 ９５版强震目录中与之相类似的单点记载地震就有多个，
如汉征和二年八月二十日（公元前 ９１年 １０月 １０日）陕西西安 ５级地震的“汉（都长安，今
西安市西北），压杀人”、晋元康四年六月（２９４年 ７月）安徽寿县 ５级地震的“地大震，死者
二十余家”，类似地震的震中烈度均为Ⅶ；而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 ２６日发生于江西九江瑞昌的 ５．７
级地震造成 １３人死亡，其极震区地震烈度达Ⅶ④。结合上述类似受灾情况的地震震中烈度，

尤其以安徽寿县和江西九江瑞昌地震更具有参考价值，笔者认为余干地震的震中烈度取为
Ⅶ，地震震级定为 ５较为适宜。

４　讨论与结论

虽然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地震资料，但在早期尤其是宋代以前关

于地震的记载却不多，因此每一条早期地震资料都弥足珍贵，在言简意赅的地震描述中充分

发掘一切可利用的信息，同时注重新资料、新方法的发现和应用，也是历史地震的主要研究

方向。

本文通过对记载于《江西通志》中的 ２次早期地震事件开展甄别和复核研究，确定了其
地震基本参数（表 ２），同时也反映出吉水、余干地区存在中强地震的构造背景，该结果对于
上述地区的地震活动研究、发震构造研究和防震减灾规划等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表 ２ 经复核后的 ２次历史地震参数

地震时间（年） 宏观震中参考地名 震中位置 精度 震中烈度 震级

３０４ 江西吉水永丰间 ２７．３°Ｎ，１１５．２°Ｅ ２类 Ⅵ ５．０

４５５ 江西余干 ２８．７°Ｎ，１１６．７°Ｅ ２类 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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