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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事件同时(不同时)，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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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中通过对两个典型的运动观测模型的分析，证明 “两事件同时（不同时）”，不随坐

标系而改变，具有‘绝对性’。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互作匀速直线相对运动的两观测者都

将见到它们是同时发生的；不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互作匀速直线相对运动的两观测者都将

见到它们是不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
两事件同时（不同时），具有‘绝对性’。

从而得到

结论：
“两事件同时（不同时），是绝对的，不随坐标系而改变”

，乃是一条普适的自然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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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时的绝对性”之证明：模型 A 

模型 A —
‘火车—地面’相对运动模型示于

图 1
。 

设：地面观测者

∗
及车上观测者 B 持有完全相同的时钟，两时钟同步运行。火车沿地

面坐标系

x
轴正方向作匀速相对运动，速度为

u
。在起始时刻

0==′ tt
，火车尾端

B
（即

车上观测者 B）

）（ 0=′x
恰好经过

地面观测者

∗ ）（ 0=x
，参看

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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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火车对地面的相对速度；

c
—真空中光速） 

图 1‘火车—地面’相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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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某个时刻 1t′，在火车尾部

B
之前面 1L 处发生一道闪光

1
。 

在
地面观测者 K

看来： 

a. 车上观测者 B
见到闪光

1
的时刻（即‘

闪光 1与车上观测者 B相遇
’的时刻）为 1B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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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为火车对地面的相对速度，c为真空中光速。 

b. 地面观测者 K
见到闪光

1
的时刻（即‘

闪光 1到达地面观测者 K
’的时刻）为 1Kt ： 

‘
闪光 1到达地面观测者K

’的时刻 =1Kt  

‘
闪光 1与车上观测者 B相遇

’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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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某另一时刻 2t′，在火车尾部

B
之前面 2L 处发生另一道闪光

2
。 

在
地面观测者 K

看来： 

a
. 
车上观测者 B

见到闪光
2
的时刻（即‘

闪光 2与车上观测者 B相遇
’的时刻）为 2B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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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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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面观测者 K
见到闪光

2
的时刻（即‘

闪光 2到达地面观测者 K
’的时刻）为 2K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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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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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式可见：两事件之
‘同时’

（或
‘不同时’

），不依互作等速直线平移相对运动的两坐标

系而改变，具有“绝对性”。 

另外，也可以用更简捷的方法得到上面这个式子： 

设：在某个时刻 t′，在火车尾部
B
之前面 L处发生一道闪光。此时，

地面观测者K
见到该闪

光的时刻为 t： 

1
ut L u L

t t t
c c c

′ +  ′ ′= + = + + 
 

 

取增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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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时的绝对性”之证明：模型 B 

情况 1：“地面（
S
系）观测者

∗
处在反光镜 A与反光镜B之间”

的情况示于
图 2

。 

从地面（
S
系）观测者

∗
来看

：装有
双面反光镜 A和 B的

火车（
S ′

系）
与发出的闪

光同处在一个坐标系（ S系）内，光以速度

c
向前方及后方传播，而火车（连同反光镜 A和

B）则以速度

u
向右方运动，所以，

反光镜 A
与闪光的接近速度为

uc+
，
反光镜 B

与闪光

的接近速度为

uc −
。 

事件 AE —‘闪光到达车上反光镜 A并反射出来’
； 

事件 BE —
‘闪光到达车上反光镜B并反射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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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面（

S
系）观测者

；

c
— 真空中光速

；

u
— 相对速度

 

 

图 2 “S系内定点闪光 — S ′系内反光镜反射”思维实验 

 

（a1）地面（
S
系）观测者

∗
评估的事件 AE 发生之（

S ′
系）时刻为 A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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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地面（
S
系）观测者

∗
评估的事件 BE 发生之（

S ′
系）时刻为 B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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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S
系）观测者

∗
观测到事件 BE 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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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时刻为 B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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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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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τ

τττ
，即：对于一般的 0>L 及 0>M ，

有 τ∆=∆ 2t 。 

如果适当地选择 0>L 及 0>M ，使它们满足以下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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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2：“地面（
S
系）观测者

∗
处在反光镜 A”

的情况示于
图 3

。 

u   
（
S ′

系对

S
系的相对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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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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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系内定点闪光 — S ′系内反光镜反射”思维实验 

 

（a2）地面（
S
系）观测者

∗
评估的事件 AE 发生之（

S ′
系）时刻为 A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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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S
系）观测者

∗
观测到事件 AE 时之（

S
系）时刻为 At ： 

0=At  

（b2）地面（
S
系）观测者

∗
评估的事件 BE 发生之（

S ′
系）时刻为 B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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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3：“地面（
S
系）观测者

∗
处在反光镜 A之左边”

的情况示于
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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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相对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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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系内定点闪光 — S ′系内反光镜反射”思维实验 

 

（a3）地面（
S
系）观测者

∗
评估的事件 AE 发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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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地面（
S
系）观测者

∗
评估的事件 BE 发生之（

S ′
系）时刻为 B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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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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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到事件 BE 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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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3）

和
（b3）

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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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τ

τττ
，即：对于任意的 0>N 及 0>R ，

恒有 τ∆=∆ 2t 。 

由以上分析可得：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互作匀速直线相对运动的两观测者都将见到它

们是同时发生的；不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互作匀速直线相对运动的两观测者都将见到它们

是不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
“两事件同时（不同时）”，具有‘绝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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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ity and Non-Simultaneity of Events  

is Absolute and Independent of Reference Frames 

Zhouf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article presents several physical models for thinking experiment to evidence 

the Absolute of simultaneity and non-simultaneity of events in reference frames. The Time 

Transformation of Zhoufang Transformation (Z-Transformation) actually underlies the Absolute 

of simultaneity and non-simultaneity of events in reference frames in constant-speed translational 

mo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