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

徐国利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 是为抗日救亡、复兴民族而进行的一场

史无前例、中外罕见的教育大转移。它与中华民族的抗日伟业相始

终。但迄今为止,国内对它的研究甚少,除为数寥寥的专著和论文,

仅在有关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民国史专著、一些高校校史、某些教

育家传略及文教界有关人士的回忆录中简略、附带提及。而对于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这一概念几乎没有作过全面、准确的界定,有

的解释为:抗战爆发后至 1938年武汉、广州陷落后, 中国高校向西

南、西北地区的迁移。 余子侠的《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历史意

义》 虽对高校内迁的过程和地区作了较详尽叙述, 但对这一概念

仍未作严格、确切的解释。拙文《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概述》 对高校

内迁含义的分析亦不够充分、明晰。而对这一概念理解全面、准确

与否直接关系到对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历史的研究和正确评价。为

此,这里拟对“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中的几个问题作进一步探索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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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校内迁的时间、阶段和数量

　　抗战时期我国高校(指国民政府统辖的国立、省立、私立及部

委属的大学、学院、专科学校、相当于专科一级的高级职业学校,外

国在华办的私立院校)内迁的约 124 所(含战时新设高校, 但不包

括迁往租界和香港的高校)。详情见下表:

表一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一览表

校　　名 原校址 迁　移　情　况

国立北京大学 北平

国立清华大学 北平

私立南开大学 天津

　　三校首迁长沙, 1937年 8月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

学。1938年 4月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北平大学 北平

国立北平

师范大学
北平

国立北洋工学院 天津

　　三校首迁西安, 1937年 8月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

学。二迁陕南汉中。三迁陕南南郑。1938年 4月改名国

立西北联合大学。7月,教育部决定将西北联大各学院分

别独立为学院,组建新校。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

土木工程学院
唐山

国立交通大学北平

铁道管理学院
北平

　　两校先后迁往湖南湘潭, 1938年合并。1939年迁贵

州平越。1942年 1月改称国立交通大学分校。1943年 12

月迁川东壁山。

国立交通大学 上海 1940年在重庆设分校。1942年在重庆设总校。

国立同济大学 吴淞

　　抗战爆发后首迁上海市区。1937年 9月迁浙西金

华。11月迁赣南赣州。医学院迁赣中吉安。1938年 7月

迁桂东贺县。后迁昆明。1940年秋迁川南宜宾和南溪。

国立暨南大学 上海 首迁上海租界。1941年 12月迁闽北建阳。

国立中央大学 南京
抗战爆发后迁重庆。医学院、农学院畜牧医药系则迁成

都。

国立山东大学 青岛 抗战爆发后迁川东万县。后解散,编制保留在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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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原校址 迁　移　情　况

国立浙江大学 杭州

　　1937年 11月迁浙西建德。年底迁赣中吉安。三迁赣

南泰和。1938年 7月迁桂北宜山。1939年 7月迁黔北遵

义,并在湄潭设分校。在浙西龙泉亦设分校。

国立厦门大学 厦门 　　1937年 12月迁闽西长汀。

国立上海医学院 上海
　　1939年夏部分师生迁昆明,与中正医学院合并。后

迁重庆。1941年 12月,上海师生分批赴渝。

国立中正大学 上海
　　1940年 10月建于泰和。1945年 1月迁赣南宁都。在

赣南赣县设分校。战后迁南昌。

国立中正医学院

　　1937年 10月创办于南昌。12月迁吉安。二迁赣西永

新。三迁昆明。四迁黔西镇宁。五迁返永新。六迁泰和。

1945年 1月迁闽西长汀。战后迁返南昌。

国立武汉大学 武汉 　　1937年 11月迁四川乐山。

国立湖南大学 长沙 　　1938年 10月长沙沦陷后,迁湘西辰溪。

国立中山大学 广州

　　1938年 10月迁粤西罗定。后迁云南 江。1940年 4

月迁粤北坪石镇。1944年秋迁粤北连县。五迁粤北仁化。

六迁粤东兴宁。七迁粤东梅县。

国立师范学院
　　1938年 10月在湘西安化建立。1944年夏迁湘西溆

浦。战后迁长沙。

国立四川大学 成都 　　1939年迁峨嵋。

国立云南大学 昆明
　　1940年因时局突变, 理学院迁滇中嵩明, 工学院迁

滇北会泽,农学院迁滇中呈贡。

国立贵阳医学院 　　1938年创办于贵阳。1944年秋迁重庆。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 　　1941年创办于贵阳。1944年冬迁遵义。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1939 年在陕南城固创建。 1941 年在兰州设分院。

1944年全部迁至兰州。

国立东北大学 沈阳
　　“九一八”后迁北平。1937年初迁开封。5月改国立。

6月迁西安。1938年 3月迁川北三台。

·121·



校　　名 原校址 迁　移　情　况

省立山西大学 太原

　　抗战爆发后,各学院分别迁至晋中平遥、晋南临汾和

运城。后停办一年。1939年 12月迁陕中三原。1941年 11

月迁陕北宜川。1943年 2月迁晋南吉县。4月改为国立。

1943年 7月迁回宜川。

省立河北女子师范

学院
天津

　　抗战爆发后,部分师生赴西安,转入西安临时大学各

系。家政系仍保持原来建制,与西安临大合办。

省立安徽大学 安庆
　　1938年迁湖北沙市。1939年停办,编制保留在武汉

大学。

江苏省医政学院 镇江
　　1937年 11月迁湘西沅陵。1938年 8月改为国立江

苏医学院。同年冬迁贵阳。1939年迁重庆。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无锡
　　首迁长沙。1938年 1月迁桂林。后迁川东璧山。1941

年停办,以此为基础改办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浙江战时大学

　　1938年创建。医学院设在浙南丽水,农学院设在浙

西南松阳。1939年 5月改称浙江省立英士大学。1942年

迁浙南云和。再迁浙南泰顺。1943年 4月改为国立英士

大学。

苏皖联立临时政治

学院

　　1939年创办于闽北崇安。1942年夏迁三元。1943年

8月改为江苏省立江苏学院。战后迁至徐州。

安徽临时政治学院
　　1940年 9月创办于皖西立煌县(今金寨县)。1944年

改为安徽省立学院。在皖南屯溪设分校。战后迁往芜湖。

省立河南大学 开封

　　抗战爆发后,文、理学院迁豫南鸡公山,农学院迁豫

西镇平。1938年 8月均集中到镇平。1939年 5月迁豫西

嵩县。1942年 2月改为国立。1944年迁豫西淅川。1945

年春迁陕西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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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原校址 迁　移　情　况

广东省立教育学院 广州

　　1938年首迁桂东梧州。二迁桂东腾县。三迁桂东融

县。1939年 8月迁粤北乳源。9月改名广东省立文理学

院。冬迁连县。1942年春迁粤北曲江。1944年夏迁返连

县,八迁粤西罗定。

广东省立 勤商

学院
广州 　　1938年迁融县。继迁粤南遂溪。三迁粤南信宜。

省立广西大学 桂林
　　1939年 8月改国立。1944年秋迁桂东融县。11月迁

黔南榕江。

桂林师范学院 桂林 　　1944年冬迁桂北三江。后迁贵州平越。

贵州农工学院
　　1941年创办于贵阳附近的贵筑县。1942年改为国立

贵州大学。后工学院迁安顺。1944年冬迁遵义。

私立燕京大学 北平 　　1941年冬部分师生赴成都,设分校。

私立中法大学 北平 　　文、理学院先后于 1939年、1941年迁昆明。

私立北平民国学院 北平
　　抗战爆发后,首迁开封。二迁长沙。三迁湘北益阳。

四迁湘西溆浦。

私立朝阳学院 北平
　　七七事变后,迁鄂南沙市。后迁川中简阳。三迁成都。

四迁重庆。

私立复旦大学 上海
　　首迁庐山,与私立大夏大学联办。1938年 2月迁重

庆,改为国立。

私立大夏大学 上海

　　首迁庐山、贵阳,与复旦大学联办; 1938年与复旦分

开,单独设校于贵阳,改为国立。1944年迁黔北赤水。在

上海设分校。抗战后又改为私立。

私立光华大学 上海 　　抗战爆发后在成都设分校。

私立沪江大学 上海
　　1941年冬后一度停办。1942年 2月迁重庆复校。后

与东吴大学法学院、之江大学联合组建法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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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原校址 迁　移　情　况

私立东吴大学 苏州

　　1941年冬停办。1942年法学院迁重庆。后与沪江、之

江大学合组法商工学院。文、理学院迁闽西长汀。后迁粤

北曲江,不久停办。

私立之江大学 杭州

　　1941年冬迁浙西金华。后迁闽西邵武。1943年在贵

阳设分校,后贵阳分校迁重庆。1945年与东吴大学法学

院、沪江大学合组法商工学院。

私立正风文学院 上海

　　抗战爆发后迁上海公共租界。后改名私立诚明文学

院。1941年冬停办。1943年 4月,部分师生转赴赣东北上

饶复课。

私立上海法学院 上海
　　抗战爆发后迁浙西兰溪。后迁屯溪。1943年商业专

修科迁川东万县另设分校。

私立上海法政学院 上海 　　1942年停办。1943年 8月在皖南屯溪复校。

私立金陵大学 南京 　　迁成都。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

学院
南京

　　抗战爆发后一度在沪、汉、渝设分校。1938年均集中

到成都。

支那内学院

(佛学院)
南京 　　抗战爆发后迁四川江津。

私立南通学院 南通

　　战时一度停课。1938 年 8月,农、纺两科迁上海复

课。医科迁湘西沅陵与江苏医政学院合并为国立江苏医

学院。

私立齐鲁大学 济南
　　抗战爆发后学校一度停办。1938年秋大部分师生迁

成都复校。

私立福建协和学院 福州 　　抗战爆发后迁闽西邵武。

私立华南女子文理

学院
福州 　　抗战爆发后迁闽中南平。

私立福建学院 福州 　　抗战爆发后首迁闽清。后迁闽北浦城。

·124·



校　　名 原校址 迁　移　情　况

私立焦作工学院 安阳
　　1937年 10月迁西安,后迁陇东天水。1938年 7月并

入国立西北工学院。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 武汉 　　1938年秋迁桂林。1939年春迁滇西大理。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武汉 　　1938年秋迁鄂西宜昌。后迁重庆。

私立湘雅医学院 长沙
　　1938年 6月迁贵阳。1940年 6月改国立。1944年 12

月迁重庆。

私立岭南大学 广州
　　广州沦陷后迁香港。1941年冬香港沦陷后迁粤北曲

江。1945年春迁粤东梅县。

私立国民大学 广州
　　抗战爆发后迁粤南开平,在香港亦设分校。香港沦陷

后迁曲江。1944年迁粤西茂名。后迁粤北和平。

私立广州大学 广州

　　首迁开平,并在九龙和中山设分校。1940年秋校本

部由开平迁粤南台山。1941年冬迁曲江。1944年敌扰粤

北,迁粤西罗定和连县。1945年 1月迁粤西连平。六迁粤

东兴宁。

广州协和神学院 广州 迁滇西大理。

中华文化学院
　　1942年建于粤北坪石。后改名私立文化大学。1945

年初迁梅县。战后迁广州。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

学校
北平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

学校
杭州

　　杭州艺专在抗战爆发后首迁浙中诸暨,二迁赣东贵

溪。1938年迁湘西沅陵。与早先到达的北平艺专合并为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 10月迁昆明。1939年迁滇中

呈贡。1941年迁璧山。1943年夏迁重庆。

中央政治学校

(属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

南京
　　1937年 9月迁庐山。1938年 6月迁湘西芷江。同年

7月迁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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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原校址 迁　移　情　况

蒙藏学校

　　原为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抗战爆发后改此名。首

迁皖南青阳。1937年底迁芷江。1938年 6月迁万县。1941

年 8月改称国立边疆学校。

军医学校

(属军政部)
南京 　　1938年 10月迁黔西安顺。

国立中央工业专科

学校
南京

　　首迁宜昌。二个月后迁川东万县。1938年夏迁重庆,

同时在川东巴县设分校。

国立药学专科 南京 　　1937年 8月迁武昌。1938年 1月迁重庆。

国术体育专科学校 南京
　　抗战爆发后迁长沙。二迁桂林。三迁桂南龙州。1940

年冬迁川东北碚。

南京戏剧学校

　　战前已筹划建校,后因抗战爆发, 在长沙正式开学。

1938 年 2月迁重庆。1938年 4月迁川南江安。后又迁返

重庆。改为国立戏剧学校。战后迁返南京。

国立东方语专科

学校

　　1942年 10月创办于呈贡。1945年 7月迁重庆。战后

迁往南京。

国立吴淞商船专科

学科
吴淞 　　1939年底迁重庆复校,改称重庆商船专科学校。

国立幼稚师范专科

学校

　　1943年 2月创办于赣南泰和。1944年迁赣县。1945

年春迁赣南广昌。战后迁往上海。

国立海疆学校
　　1944年 5月创办于闽东仙游。1945年春迁闽西南

安。战后迁晋江。

国立中央技艺专科

学校
　　1939年创办于成都、南充。后迁至乐山。

山西工农专科学校 太谷

　　抗战爆发后迁晋南运城。1937年 11月迁豫西陕县。

1938 年 1月迁西安。11月迁陕南沔县。1939年 3月迁川

中金堂县。1940年 8月改为私立铭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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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原校址 迁　移　情　况

山东省药学专科

学校
青岛 　　抗战爆发后迁万县。

山东省医学专科

学校
济南 　　抗战爆发后迁万县。

山东省师范专科

学校

　　1941年秋创办。又一度停办。1943年秋迁皖北阜阳。

战后迁济南。

江苏省蚕桑专科

学校
苏州 　　抗战爆发后迁至乐山。

江苏省银行专科

学校
镇江

　　抗战爆发后迁湘北桃源。二迁湘西乾城。1941年改

为国立商学院。

浙江省医药专科

学校
杭州

　　1937年 11月迁浙西淳安。二迁浙中缙云。1938年 1

月迁浙东临海。1939年迁浙中天台。

浙江省杭州蚕丝

职业学校
杭州

　　抗战爆发后迁浙北临安。二迁浙西寿昌。三迁浙中

新昌。四迁浙中山乘县。五迁返新昌。六迁浙中缙云。

江西省工业专科

学校
南昌

　　1938年首迁赣县。1939年迁赣南于都。1945年 1月

迁赣南宁都。

江西省医学专科

学校
南昌

　　1937年底迁赣西新余。1938年夏迁赣县。1939年春

迁赣南南康。1940年 12月迁赣县。1945年 1月迁赣南云

都。3月迁宁都。

江西省农业专科

学校

　　抗战爆发后新设。一度停办。1943年在赣南泰和恢

复。1945年 1月迁赣东北婺源。

江西省体育师范

专科学校

　　1943年夏创办于赣中吉安。后迁泰和。1945年 1月

迁赣中永丰。战后迁南昌。

江西省立兽医专科

学校

　　1938年 11月创办于南昌。1939年 3月迁吉安。后迁

泰和。1945年春迁赣南吉水。战后迁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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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原校址 迁　移　情　况

福建省医学专科

学校
福州

　　首迁闽西永安。1938年 5月迁闽西沙县。1940年 4

月迁返永安,改为学院。1941年 8月设校于三元。

福建省师范专科

学校

　　1941年 6月创建于闽西永安。1942年夏迁闽中南

平。战后迁福州。

湖北省农业专科

学校
武汉 　　1938年冬迁鄂西恩施。1940年改为省立农学院。

河南省水利工程

专科学校
开封 　　抗战爆发后迁豫西镇平。

湖南国医专科学校 长沙 　　1938年迁湘南衡阳。1941年停办。

湖南省农业专科

学校

　　1941年建于湘中南岳。豫湘桂战役爆发后迁湘南东

安。继迁湘西辰溪。战后迁长沙。

湖南省修业高级

职业学校
长沙 　　抗战爆发后迁湘西安化。

广东省艺术专科

学校
广州 　　1942年 5月迁曲江。后迁罗定。

广东省体育专科

学校
广州 　　抗战爆发后迁粤西云浮。

广东省工业专科

学校
　　1944年重建于粤西高要。1945年 3月迁粤西云浮。

广西军医学校 南宁

　　1938年 11月迁桂西田阳。1939年 4月改称广西省

医药专科学校。11月改为广西省立医学院。1940年迁桂

林。1944年夏分路迁桂东昭平、贺县、融县和桂北三江。

陕西省医学专科

学校
西安 　　抗战爆发后迁陕南南郑。

私立北京协和医学

院护士学校
北平 　　1943年 9月迁成都重建。

·128·



校　　名 原校址 迁　移　情　况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

专科学校
太原

　　首迁晋南新绛县。二迁陕中三原。三陕陕北宜川。

1940年 3月并入山西大学。

私立民治新闻专科

学校
上海 迁成都。

私立立信会计专科

学校
上海 　　1942年秋迁重庆。

私立两江女子体育

专科学校
上海 　　迁重庆。

私立东亚体育专科

学校
上海 　　1941年停办。1944年夏迁川南泸县复校。

私立无锡国学馆

专修
无锡 　　抗战爆发后迁桂林。后迁桂南北流。

私立正则艺术专科

学校
丹阳 　　抗战爆发后迁四川江津。

私立立凤艺术专科

学校
　　1943年 9月创建于泰和。1945年 1月迁赣南兴国。

福建私立集美高级

水产航海职业学校
厦门 　　首迁闽南安溪。后迁闽中大田。

私立武昌艺术专科

学校
武汉 　　1938年在宜昌设分部。年底迁江津。

私立医药技士专门

学校
武汉 　　1938年迁重庆。

私立文华图书馆

专科
武汉 　　1938年 7月迁重庆。

　　材料来源:季啸风主编:《中国高等学校的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 1948年版。彭友德:《近代江西省高等教育

沿革略》,《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 3期。《教育部公报》第 10卷第 4、5、6期;《教育杂

志》第 31卷第 1、4期; 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编《全国高等教育概况》, 《革命文献》第

56辑;《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学校》,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年版等,转引自余子侠: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意义》。由于一些材料未能将一些学校迁移的时间、地点、次数

等叙述明确,加之战时高校在迁移中的合并、分离、改组及新建较多且复杂, 故一定程

度影响了本表的精确性,统计所得高校“124所”仅为约数。

　　表中高校排列按以下原则进行: 由国立、省立、私立本科至国立、省立、私立专科

(含高级职业学校) ,部、委高校划入国立一级。在同一级同一类高校中又大体以华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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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冀晋)、华东区(沪苏浙皖鲁赣闽)、华中区(豫鄂湘粤桂)、西南区(川滇黔)、西北

区(陕甘)、东北区(仅东北大学)来排列。

　　以下几类情况作“内迁”统计:在内地设分校;原校一部分转入内地与他校合办;战

时一度被毁、停办,后又到内地复校或设分校;内迁后因故停办或并入他校及编制保留

在他校的。

　　“原校址”空白的均为抗战后新建高校。其中,有外省市在内地办的,也有本省办

的。战后基本迁往大中城市。

　　“校名”栏中均使用该高校迁移前的校名。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出现 3次高潮。此外,因战局的局部骤变等

原因引起的小规模和个别学校的迁移则连绵未绝。现将高校内迁

3次高潮的情况简述如次:

　　第一次大迁移, 自 1937 年抗战爆发至 1938年武汉、广州失

陷,约为一年半左右时间。抗战爆发后,日本对我国的教育文化机

构和设施进行了大规模、长时期、有计划的猛烈轰炸和破坏。加上

我国高等教育的中心平、津、沪、宁、武汉、长沙、广州等均是当时的

战场,故高校所受破坏尤为惨重。“在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

为高等教育机关⋯⋯故敌人轰炸破坏, 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

目标”。 到1938年 8月底,我国 108所高校遭到战争破坏的有 91

所,其中全部被毁者达 10所; 25所因战争而被迫暂时停办。战争

爆发前,各校教授教员共7560人,职员 4290人,学生41922人。战

争发生后, 受影响教员达 2000 余人, 学生 20000 余人, 占全数的

50%。为免遭战争破坏,保存抗战之民族文化教育的根本, 国民

政府着手进行高校内迁的工作, 先后颁布了《战时内迁学校处置办

法》, 《社会教育机关临时工作大纲》等文件, 其中对战时高校的迁

移、安置等做了指示和规定:“各省市教育厅局, 于其辖区内或境外

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加以扩充,或布置简单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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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之用。” 学校在受“轻微袭击时

应力持镇静,必要时可作短时停闭, 激烈战事时可暂停或迁移”。

由于战火的迅速蔓延,日军进攻迅猛, 形势危迫, 国民政府事实上

无力组织战区高校的大规模迁移安置工作,主要就国立重点大学

的迁置做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国民政府选定了三个地点组建临时

大学,共分三区:第一区在长沙, 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

学南迁,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战局发展,三校再迁昆明组成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二区在西安,指定平津的另外三所重点大学

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迁此,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

后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上二区安置了北方的重要高校。第

三区地点待定。原拟安置华东地区的重点高校,未果。不过, 教育

部指令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等西迁自行寻地。在国难当

头之时,高校广大师生则怀着坚定而强烈的“抗战兴学”、“兴学救

亡”的理想与宏旨,顶烈日寒风, 跨险山恶水,投身到保护民族文化

教育根本的高校内迁活动中。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认为:“将欲抗

顽虏, 复失壤, 兴旧邦, 其必由学乎!” 在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声浪

中,战区的高校掀起了声势宏大却又充满艰险的大迁移。

　　总计这一时期,内迁高校可查考的约 75所,占 1938年底我国

高校总数 97 所! 的 77% ; 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总数 124 所的

60%。这次迁移浪潮实则由 4次小高潮组成。一是平津沦陷前后,

平、津、冀东一带高校相继南下; 二是沪、宁、苏、杭失陷前后,当地

高校大批西迁或南下;三是武汉、长沙沦陷前后, 当地高校和早先

迁到该地区的华北、华东地区高校继续西迁或南进; 四是广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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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等被占后, 广东和福建沿海城市的高校向本省内地山区的迁移。

由于上述地区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心,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的高

校,加之战争爆发后,战局发展迅速, 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连连溃败,

国土大面积沦丧, 故此,这次高校内迁是抗战时期 3次大迁移中规

模最大、任务最繁重艰苦的一次,损失也极惨重, 不少师生为此付

出了鲜血和生命。迁往地区广泛,主要是西南三省, 陕西、广西、湘

西、湘南、赣中南, 浙江、福建和广东三省的内地山区。这次内迁的

高校大多是国立及省立高校。

　　第二次大迁移, 自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至 1942 年上半

年,约半年多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对日宣战,使原来避居

于美英在华租界(主要是天津和上海租界)和香港的高校以及英美

在华所办高校,或被迫停办,或迁往内地。这些高校基本是私立学

校和教会学校。迁往地区主要是西南诸省、广西、广东及福建等省

的内陆地区。同时,日军为配合太平洋战场,在中国战场采取了相

应的军事行动,使滞集在浙、赣、闽、粤、湘等地的一些高校被迫再

迁移。如 1942年 4月, 日军发动的浙赣作战,使在浙赣两省的一些

高校仓惶他迁。总计这一时期迁移高校近 20所。

　　第三次大迁移, 是 1944年 4月至 1945年初的正面战场豫湘

桂大溃败时期。国民政府军队的溃败,使日军迅速占领了豫湘桂三

省的大部和粤闽鄂三省的部分地区。日军前锋还进逼贵阳,重庆哗

然,西南震动。结果引发了广西、贵州的一些高校和早先云集在广

西、贵州、湘西、粤北的大批高校涌向四川、黔北。同时,日军为巩固

大陆交通线的侧冀, 1944 年底对赣中南发动进攻, 导致 1945年 1

月江西省战时省会泰和的大撤退, 聚集在泰和的 8所高校四下逃

散。总计这一时期迁移高校约26所。这次迁移基本是再迁移性的。

　　除上述 3次内迁高潮外,由于战局不断变化和其他原因, 高校

的迁移从未间断。这些高校加上因迁移时间无明确记载而难以推

考的高校近 5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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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校内迁的路线和方向

　　不同地区高校内迁的路线和方向有很大差异。下面分别叙述

战前几个高等教育中心的高校内迁路线和方向。

　　(一)以平津为中心的华北高校内迁路线和方向大体向南和西

南。具体为: 1. 沿平汉线或津浦线南下郑州或徐州, 尔后沿陇海线

西入陕西, 如组成西北联大的平津三校。2. 沿平汉线或津浦线南

下抵武汉,再乘粤汉线到湖南,然后从湖南进入西南;或南经广州,

走海路至安南(今越南)海防市, 再乘铁路赴云南,如组成西南联大

的平津三校。

　　(二)沪宁苏杭地区的高校内迁方向和路线大体向西和西南。

具体为: 1. 沿长江水路西上武汉, 后多继续溯江入川, 如中央大

学、复旦大学等。2. 沿浙赣线往西进入江西中南部, 或继续进入湖

南和西南, 如浙江大学和同济大学。3. 往西南、往南进入浙西、浙

南或闽西北, 如之江大学、暨南大学。

　　(三)以广州为中心的高校内迁路线和方向大致是: 1. 向北进

入粤北山区, 向西或西南进入粤西或粤西南山区,走这两条路线的

高校较多,如广东省艺专、私立广州大学等。2. 少数高校从粤西进

入广西,有的甚至远涉云南,如中山大学、广东省文理学院。但后来

这些高校基本迁回到粤西、粤北。3. 南下避乱于香港,或在香港设

分校,港陷后迁往广东内陆,如私立岭南大学和国民大学等。

　　(四)武汉地区的高校迁移路线基本是溯江而上鄂西, 或继续

西入四川,如武汉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

　　(五)福州、厦门地区的高校基本是向西进入闽中、闽西山区。

　　(六)江西省在抗战期间新建了不少高校,这些高校主要在赣

中、赣南一带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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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校内迁的路线和方向

　　不同地区高校内迁的路线和方向有很大差异。下面分别叙述

战前几个高等教育中心的高校内迁路线和方向。

　　(一)以平津为中心的华北高校内迁路线和方向大体向南和西

南。具体为: 1. 沿平汉线或津浦线南下郑州或徐州, 尔后沿陇海线

西入陕西, 如组成西北联大的平津三校。2. 沿平汉线或津浦线南

下抵武汉,再乘粤汉线到湖南,然后从湖南进入西南;或南经广州,

走海路至安南(今越南)海防市, 再乘铁路赴云南,如组成西南联大

的平津三校。

　　(二)沪宁苏杭地区的高校内迁方向和路线大体向西和西南。

具体为: 1. 沿长江水路西上武汉, 后多继续溯江入川, 如中央大

学、复旦大学等。2. 沿浙赣线往西进入江西中南部, 或继续进入湖

南和西南, 如浙江大学和同济大学。3. 往西南、往南进入浙西、浙

南或闽西北, 如之江大学、暨南大学。

　　(三)以广州为中心的高校内迁路线和方向大致是: 1. 向北进

入粤北山区, 向西或西南进入粤西或粤西南山区,走这两条路线的

高校较多,如广东省艺专、私立广州大学等。2. 少数高校从粤西进

入广西,有的甚至远涉云南,如中山大学、广东省文理学院。但后来

这些高校基本迁回到粤西、粤北。3. 南下避乱于香港,或在香港设

分校,港陷后迁往广东内陆,如私立岭南大学和国民大学等。

　　(四)武汉地区的高校迁移路线基本是溯江而上鄂西, 或继续

西入四川,如武汉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

　　(五)福州、厦门地区的高校基本是向西进入闽中、闽西山区。

　　(六)江西省在抗战期间新建了不少高校,这些高校主要在赣

中、赣南一带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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