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迁渝高等院校的考证

张成明 张国镛

关于抗战时期沿海高等院校内迁入渝,已有不少著述论及, 但

说法不同, 互相矛盾。如金以林著 近代中国大学研究: 1895 ~

1949 一书认为:内迁高校, !其中四川最多, 仅重庆一地就集中了

二十五所,有复旦、交大、东吴、沪江、中央、之江文理学院∀∀# ∃

而李定开著 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 一书则认为重庆!原有之高等

学校 15所,其中战前建立的 3所, 战时建立的 12所。内迁重庆之

高等学校 39所。从这三个数字看, 重庆区战时之高等学校 ( 54

所)比战前( 3所)增加 18倍#。%

从专门论述高校内迁的文章看,徐国利著 关于抗战时期高校

内迁的几个问题 一文, 考察并详述了 124所高校内迁概况, 其中

提到迁渝高校为 30所 & , 而常云平著 试论抗战期间内迁重庆的

高等院校 一文则认为抗战期间迁渝高校为 36所。∋

不仅如此, 就是根据同一文献,不同专著也得出不同的结论。

如都根据历史文献 抗战中 48 所高等院校迁川梗概 ( 一文, 彭

承福著 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 一书认为: !截止 1944年, 迁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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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地区的高校为 3l所(其中包括璧山的 3所,巴县的 1所,江津的

2所在内) ,占迁入内地高校的 l/ 3。# ∃ 而张弓、牟之先著 国民政

府重庆陪都史 一书则认为: !迁入沙坪坝的高校共有 14 所, 北碚

5所。其余则分散在市属各区县。市区 2 所, 南岸 2 所, 南泉 1

所,九龙坡 1所,江北 3所,巴县 2所,江津 2所, 壁山 3所。共 35

所。约占战前高校总数的 32%, 占内迁 77 所高校总数的

45 5%。#!全国 34%的高校汇集于重庆#。%

上述著述除数字不同外, 所列学校亦有不同, 并往往认为全国

高校只有 108所,或内迁高校只有 77所。为什么这些说法会出现

相互矛盾? 笔者认为,他们一是没弄清楚战前 108所高校到底是

个什么概念;二是没弄清楚高校迁渝的分散离合情况, 甚至没弄清

是学校整体还是部分;三是没弄清楚它们是否是教育部所管辖的

正规高校;四是选用资料不当。

笔者通过翻阅国民政府教育部相关档案 &、有关研究专著论

文∋、相关学校校史及其他文献(出处太多太细, 从略)和地方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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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 ∃ 记载,详细考证如下:

一、战前 108所高校到底指哪些高校? 这是考察迁渝高校比

重的关键。

战前有高校 108所,这个数据见之于教育部许多档案及教育

专著,但均未列出学校名单,后人就认为战前只有 108 所高校, 其

实这是极大的误解。这 108所高校只是指教育部所管辖的正规高

校,而不包括如中央政治学校、陆军大学、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等在

内的其他党、政、军所属院校以及地方的非正规院校。1936 年教

育部统计室对 108所高校统计如下: 大学 42 所, 学院 36 所, 专科

学校 30所。% 具体院校名称见中央大学 1936年的 全国公私立

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一览表 & 档案。现转引如下, 并附迁

移状况(其中* 表示跨省迁出到中国西部、中部地区,共 58所。 ∗

表示在省内或市内迁移, 共 27所。还有 3所在东部跨省迁移。)

大学 42所: * 中央大学、* 北平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

学、* 北平师范大学、* 武汉大学、* 中山大学、* 山东大学、* 同

济大学、暨南大学(迁福建)、* 浙江大学、* 交通大学、四川大学、

* 安徽大学、* 河南大学、* 山西大学、∗湖南大学、* 广西大学、

* 勤大学、云南大学、* 东北大学、重庆大学、* 金陵大学、∗ 大
同大学、* 复旦大学、* 光华大学、* 大夏大学、* 东吴大学、* 沪

)171)

抗战时期迁渝高等院校的考证

∃

%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辑第 1编教育(一) ,第 300- 323页。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辑第 1编教育(一) ,第 296页。

沙坪坝区文史资料专辑 第 6辑 1- 2页,列有抗战期间沙坪坝区境内高校的概

况; 北碚文史资料 第 4辑 8- 11页,列有抗战期间北碚境内高校的概况; 江北区

文史资料选辑 第 2辑 35- 36页,列有抗战期间江北区境内高校名单; 重庆南岸

文史资料 第 10辑 194- 195页,列有抗战期间重庆南岸区境内高校名单; 巴县文

史资料选辑 第 2辑 11- 12页,列有抗战期间部分迁巴县境内高校名单; 江津文

史资料选辑 第 13辑 80- 83页,有抗战期间迁入江津境内高校概况综述; 璧山县

文史资料选辑 第 3辑 17- 19页有抗战期间璧山迁办或新办高校概况。



江大学、∗ 震旦大学、* 燕京大学、∗辅仁大学、* 中法大学、* 南

开大学、* 齐鲁大学、* 武昌中华大学、* 武昌华中大学、∗ 厦门大

学、∗ 岭南大学(曾迁香港)、∗ 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华西协

和大学。

学院 38所: ∗上海商学院、* 上海医学院、中法工学院、* 北

洋工学院、* 广东法科学院( 1937 年 8月并入中山大学)、* 江苏

教育学院、湖北教育学院、河北工业学院、* 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河

北法商学院、河北农学院、河北医学院、甘肃学院、新疆学院、* 金

陵女子文理学院、* 上海法学院、* 上海法政学院、∗持志学院、正

风文学院、中国公学、∗ 中国学院、* 北平协和医学院、* 朝阳学

院、* 北平民国学院、* 北平铁路学院、∗天津工商学院、* 南通学
院、* 之江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福

建学院、∗ 夏葛医学院( 1936年并入岭南大学)、广东光华医学院、

* 焦作工学院、* 湘雅医学院、∗上海女子医学院、∗同德医学院、
∗东南医学院。

专科 30所: ∗音乐专科学校、* 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西北农林

专科学校、* 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牙医专科学校、* 吴淞商船专

科学校、北平税务学校、* 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上海兽医专

科学校、∗ 浙江医药专科学校、∗ 江西工业专科学校、∗ 江西农业

专科学校、∗江西医学专科学校、河北水产专科学校、∗ 河南水利

工程专科学校、*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 山西工业专科学校、山西

商业专科学校、* 山西农业专科学校、∗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曾迁浙江金华)、* 东

亚体育专科学校、∗ 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山体育专科学校、* 无

锡国学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迁上海)、* 武昌文华图书馆

学专科学校、* 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读者可能发现, 上述统计数合计为 110所,而不是 108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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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学数、专科数与教育部统计数完全吻合, 而学院数多了 2所,

其原因可能是北平铁路学院属交通大学分部,中国公学已令停办。

从上述学校看, 重庆战前属 108所学校的应为 1所,即重庆大

学。四川教育学院、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不在榜上。

二、战前 108所高等院校迁渝的有 14所,加上部分院系迁渝

的高校,共 21所。

(一)校本部设在重庆的内迁高校有 9所:

中央大学, 1902年在南京创办。1937年 10月,罗家伦率校到

沙坪坝,设有文、理、法、农、医、工、师范 7个学院, 是当时国内学生

最多系科最完备的大学。医学院、农学院畜牧医药系则迁成都。

交通大学, 1896年在上海创办。1940年秋,吴保丰率部分师

生在小龙坎设分校, 1941年秋转迁九龙坡, 并于 1942年 8月成立

交通大学本部。北平铁路学院, 1909年在北平创办。唐山工学院

于 1905年于唐山成立。后来两校均成为国立交通大学的分校。

1937年 7月,唐山工学院从河北唐山辗转南迁,同年 12月在湖南

湘潭复课。1938年 3月,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迁来合并。1939年迁

贵州平越。1942年 1月改称交通大学贵州分校。1944年 11月,

交大贵州分校北迁璧山。

复旦大学, 1905年在上海创办。1937年 12月,吴南轩率校到

重庆后,便暂借菜园坝复旦中学校舍上课, 1938年 2月迁到北碚。

1942年由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

武昌中华大学, 1913年在武汉创办。1938秋, 陈时率校到鄂

西宜昌。1939年春迁到重庆南岸。

上海医学院, 1927年在上海创办。1940夏,朱恒璧率部分师

生迁云南昆明与中正医学院合并上课, 1940年夏, 又迁至重庆歌

乐山。l941年,上海师生分批迁往重庆。

朝阳学院, 1912年在北平创办。1937年 7月, 张知本率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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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迁到湖北沙市。1938年 7 月, 西迁到四川成都。1941年暑

假,国民政府教育部强令迁往巴县兴隆场。

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原址南京。抗战爆发后,张之江率

校首迁长沙,二迁桂林,三迁桂南龙州, 1940 年冬迁北碚金刚碑。

1942年搬到北碚蔡锷路 19号。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1929年在武汉创办。1938年 7

月,沈祖荣率校迁重庆市区, 1941年迁到江北香国寺。

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1920年在武汉创办。1938 年, 唐义精率

部分师生在宜昌设分部, 1939年春,西迁到江律德感坝办学。

(二)被合并的内迁高校有 5所:

山东大学, 1901 年在青岛创办。1937 年 10月, 迁到万县,

1937年底奉命迁到沙坪坝, 并入中央大学。

江苏教育学院, 1928年在无锡创办。学校首迁长沙。1938年

1月迁桂林, 后迁璧山。1941年停办,并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1911年在吴淞创办。1939年宋建勋率校

迁到重庆, 并入正筹建的重庆商船专科学校, 1943 年学校停办并

入交通大学。

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1918年在北平创办, 1937年 7月南迁湘

西沅陵;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首迁浙中诸暨, 二迁赣东贵溪, 1938

年迁湘西沅陵。1938年两校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38 年

10月学校迁昆明, 1939年迁滇中呈贡, 1941 年迁璧山, 1943 年迁

沙坪坝盘溪。

(三)部分院系迁渝的高校有 3所:

北平师范大学, 1902年在北平创办。1938夏, 何元率学校的

劳作专科学校到沙坪坝, 借重庆大学校舍上课。1942春, 在青木

关钟家大石堡成立国立劳作师范专修科。

金陵大学, 1910年在南京创办。1937年 12月,金陵大学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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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向成都迁移, 留下理学院的电机工程系统及电化教育专修科、汽

车专修科等班次,由理学院院长魏学仁领导, 留在重庆上课。

南开大学, 1919年在天津创办。1939年夏,张伯苓将南开大

学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校内, 同年秋天开始招收

硕士研究生。

(四)部分院系迁渝并入其它学校的有 4所:

东吴、沪江、之江三所高校在一些资料中列为迁渝高校, 但在

教育部 1939年、1941年、1944年档案中,其校址均未在重庆,迁渝

的仅是部分院系。

东吴大学, 1901年在苏州创办。1938 年 2月, 迁上海租界,

1941年冬停办。1942年法学院迁重庆。

沪江大学, 1906年在上海创办。1938年,先迁上海租界, 1941

年冬被令停办, 由同学会改以沪江书院名义继续开课。1942年 2

月凌宪杨率部分师生在渝复校。

之江文理学院, 1845年在杭州创办。1941年冬李培恩率校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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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大学与沪江大学先联合为东吴、沪江法商学院,后之江文

理学院加入,共组东吴、沪江、之江法商学院。

南通学院, 1928年在江苏南通创办。1939年春, 南通学院医

科迁到湘西沅陵与江苏医政学院合并, 改称为国立江苏医学院。

(五)院校迁来重庆但随后迁走的有 1所,不作计算。

大夏大学, 1925年在上海创办。1938 年初, 迁往重庆北碚。

不久,迁往贵阳。

三、在抗战中或 1946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增列为正规高校而

内迁重庆的有 21所。

(一)高校本部迁渝的有 1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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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医政学院, 1934年在江苏镇江创办。1937 年 11 月胡定

安率校迁湘西沅陵, 1938年 8月与迁来的南通学院医科合并, 改

为国立江苏医学院。同年冬迁贵阳。1939 年 5 月在北碚正式复

课。

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 1936 年在南京创办。1938年 2月,

魏元光率校首迁宜昌, 两个月后迁川东万县, 1938 年 2 月迁重庆

汉渝路,同时在巴县设分校。

药学专科学校, 1936年在南京创办。1937 年 8 月, 学校迁武

昌, 1938年 1月迁重庆新开寺。

蒙藏学校, 原属中央政治学校。抗战开始后西迁至安徽青阳

县, 12月迁湖南芷江。1938年 6月迁巴县界石场。1941年 8 月

起,脱离中央政治学校,改为国立边疆学校。

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 原址上海。1938年 8月, 沪校停办,

陆丽华率部分师生来渝复校, 在南岸罗家坝复校。1940年被勒令

停办。

戏剧专科学校, 1935年在南京创办。1937年, 余上沅率校由

南京巡回公演至长沙, 在长沙就地开学。1938 年 2 月迁重庆。

1939年 4月迁四川江安。1945年 6月再迁往重庆北碚,并接收国

立歌剧学校。

湘雅医学院, 1914 年在长沙创办。1938 年 6 月首迁贵阳,

1940年 6月改国立, 1944年 12月迁重庆杨公桥。

贵阳医学院, 1938年在贵阳创办。1944年底迁重庆歌乐山,

医科学生借上海医学院院舍上课。

华侨工商学院, 1938年在香港创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香

港失陷,王淑陶率学院师生辗转回国迁广西柳州复课。1944 年

底,转迁到江津县五福场借国立华侨二中高中部校舍办学。

东方语文专科学校, 1942年 3月在云南大理创办, 5月迁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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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贡, 接收东方语文训练班。1945年 7月, 姚 率校迁到重庆沙

磁区新开寺。

(二)由内迁单位和内迁人士创办的高校有 11所: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1928年潘序伦在上海创办立信会计补

习学校。1939 年, 重庆北碚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挂牌授课。1940

年,潘序伦将在上海立信会计补习学校迁来重庆, 在此基础上创办

专科教育。该校抗战胜利后迁往上海。

女子师范学院, 1940年 9月,教育部在江津白沙镇新桥创立,

解放后并入西南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 1940年在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倡议下, 在青木关创

办,后在松林岗设音乐分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有不少师生担任

主要教学工作, 并有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组、实验管弦乐团、中

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并入。抗战胜利后迁南京。

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

会辗转迁到湖南衡山, 并创办了衡山乡村师范学校, 后又迁到重

庆。1940年秋,以此为基础,在巴县歇马场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

才院, 1945年更名为乡村建设学院。

求精商业专科学校。1940年秋, 卫理公会在重庆曾家岩求精

中学校址上创办。1952年并入四川财经学院。

体育师范专科学校, 教育部于 1941年 12月在江津县南郊武

城创立。1946年秋,迁往武昌。

教育部特设体育师资训练大学先修班, 1940年, 由教育部在

青木关创办。

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 该校于 1940在江津创办,于 1946年

奉令并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1950年与四川教育学院合并组成西

南师范学院。

正则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秋, 吕风子率江苏丹阳正则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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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校部分教师迁往壁山, 创办!私立正则职业学校蜀校#。

1942年成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1946年迁回江苏丹阳。

重辉商业专科学校, 1944年 3月在重庆创办, 9月开始招生,

改日校为夜校, 校名重辉商业专科学校夜校。1946 年 3 月迁南

京。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 1943 年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重庆创办。

1944年 1月正式开学。1946年 8月迁上海。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是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基础上组建的, 重

庆商船专科是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基础上组建的。由于前面已

计,此处不再计算。

四、教育部管辖之外的内迁院校还有 11所。

中央政治学校, 1927 年在南京创办。1937 年 9 月迁庐山,

1938年 6月迁湘西芷江, 7月迁重庆南温泉。1941年扩大训练范

围,成立了大学部、专修部、公务人员训练部等。

国民政府军政部陆军大学,是近代中国历时最长、设施最完善

先进的军事学校。1906 年北洋政府在保定创办陆军大学堂。

1928年 6月, 国民党政府对其进行改编。校址初设于北京, 1932

年移至南京薛家巷。1937年后相继迁长沙、湖南桃园、贵州遵义。

1940年初期迁来重庆西郊山洞续办。

海军部属海军学校, 1933年在福州马尾创办。抗战爆发后先

迁至湖南湘潭, 1938年 10月又迁往贵州桐梓。1945年再迁重庆,

翌年春奉令停办。

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 1937年 11月奉令内迁株洲, 1938年 1

月,复令迁移重庆,初驻市区通远门,再迁市郊沙坪坝。1939年 12

月,该校改名为军政部兵工学校。1939年被准设大学部。

军令部中央测量学校。抗战爆发后, 学校由南京内迁贵州镇

宁。1943年,学校迁到贵阳, 1944年迁北碚澄江镇,分大学部和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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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班部,大学部以培养高级测量人才为主。

国立歌剧学校。1934年夏, 王泊生筹建山东省立剧院。1940

年迁到重庆,改名国立歌剧学校。1943年迁到北碚中山路。1945

年并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1928年在上海创办。初建时名为民治新

闻学院, 1933 年改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37年冬迁渝。1946

年 7月在上海复校。

地政研究所,由中国地政学会于 1940年冬在四川重庆创设地

政研究所,并从 1942年起逐年招收研究生。

南京佛学院, 1922在南京创办。1938年,欧阳渐率院迁到江

津后称蜀院。该校属高级文化研究机构。

私立医药技士专门学校, 在湖北安庆创办, 1938年迁重庆, 在

仁济医院内复校。抗战胜利后,于 1946年迁回汉口。

中国美术学院, 1942 年秋,由著名画家徐悲鸿筹办,校址盘

溪石家花园,聘张大千、吴作人等为研究员。1946 年夏,徐悲鸿离

开重庆,学校停办。

五、在文史资料中有记载但仍须进一步考证的有 8所:

宪兵学校。据 江北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 2辑 36页记载该校

属专科性质。1941年夏, 由湖南迁江北城, 开办运输队、军乐队、

学员队、学生队、军士队, 警犬训练班、军鸽训练班、特训班。1946

年秋迁回南京。

军令部中央军需学校。 北碚文史资料 第 4辑第 10页记载,

该校于 1940年初在蔡家岗镇洪家榜兴建校舍, 培养军队后勤军

官。除专科生外,还设有军需财会训练班、校级后勤军官训练班。

江北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 2辑第 36页记载, 陆军军需学校属专科

性质,在江北城开办时间是 1943- 1945年, 教育长墨林翰。为军

事机关、学校、部队培训会计、财务、军需等基层干部。开设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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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计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和法律等学科。

国立扶轮学校。据 沙坪坝区文史资料专辑 第 6 集记载, 该

校原址南京,校长陈佳森。1939年先迁新开寺,后迁化龙桥。

窑业专科学校。据 江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 13辑记载, 该校原

址江苏宿县。1938年迁重庆, 1939年春天,到江津双龙场办学, 设

高级部、初级部两部。1944年,奉四川省教育厅令添办专科部, 以

培养硅酸盐工业高级技术人才。1952年冬迁往北京。

南林学院。据 巴县文史资料 第 2辑 12页记载, 该校属抗战

时期内迁学校, 另据 中国高等学校变迁 第 1213页记载, 1951 年

12月该校由川东行政公署文教厅接管。

私立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据 重庆市江北区志 第 749页,

北碚文史资料 第 4辑 11页分别记载,该校于 1943年从三台县

迁到江北区黑石子办学, 于 1945年迁到北碚金刚碑继续办学。校

长杜百钢。

新辉法商学院。 重庆市江北区志 第 749页记载, 新辉法商

学院属抗战期间内迁学校, 院址在寸滩,设有法律、经济、新闻、工

管等科系。

税务专门学校, 该校在 1943 年 10 月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档

案∃ 中有记载,校址沙坪坝山洞。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学校简

介记载:该校前身是 1908年建于北京建立的税务学堂, 迁上海改

为上海税务专门学校。

综上所述, 抗战期间,在战前 108所高校中,迁渝高校为 14所

(如把分校算在内为 21所) , 占内迁 58所高校的 21 14%。如果

要计算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的比重,准确的是以 1944年 11月教育

部的统计为依据(否则标准不一) ,重庆高校为 27所,占在册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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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所的 17 5%。如果不管高校正规与否,不管是本部还是分校,

不管是高校迁渝还是迁渝人士创办高校, 则迁渝高校至少有 61

所。

(作者张成明,西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

张国镛, 西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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