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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迁渝高校的空间布局
及形成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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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大量高等院校内迁至重庆,延续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血脉,推动了重庆教育事

业的发展。通过文献阅读及历史文化地图转译等方法,梳理了抗战时期高校内迁重庆的时代背景、内迁经

过及办学历程,确定中央大学等迁渝高校57所,通过新建、改建、合建的方式在重庆市沙坪坝、北碚、江津

等地办学,形成沙磁文化区、北碚文化区两个内迁高校集中地,呈现出适应战时安全需要的“大分散、小集

中、郊区化”空间布局特征,总结了包含安全疏散、交通条件、名人效应、功能协同、设施共享等空间布局形

成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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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城市发展历史,战争曾导致一些城市遭受大规模破坏,从而衰退甚至消亡,但也有一些

城市因为战争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效应,获得空前绝后的发展机遇。地处内陆腹地的重庆

市,是在战争中获得发展的典型案例。重庆市,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自古就是商旅重镇、兵

家必争之地[1]。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机关、企业、高校内迁,城市人口激增、空

间快速扩张,促进城市经济、社会、文化方面跨越式发展,重庆逐渐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高等院校内迁是中国教育史中灾难深重但又光辉难忘的一个篇章,重

庆私立南渝中学(今南开中学)创立人张伯苓曾声明“被炸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

而益奋励”,时任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明正言,“我们的抵抗是坚韧的,而且我们深信最后的胜利必

属于我们”,体现了高校师生在面对侵略时不畏苦难、奋起抗争的民族气节以及追求真知的崇高

理想。重庆是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重要集聚地,迁渝高校数量占据了内迁高校总数的1/2以上,

形成了重庆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三个内迁高校集聚区,与成都华西坝并称为抗战时期

大后方“文化四坝”,促使重庆成为抗战时期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延续了中华民族高等教育事业

的血脉,推动了城市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本文所涉及高等院校的概念依据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规程》和《大学组织法》所界

定,分为三类: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院校[2],包含国民政府教育部1936年公布其管辖的108所

正规高等院校[3],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管辖之外党政军属和地方非正规高等院校。“迁渝高校”

即“内迁重庆的高等院校”,空间范围是指现在重庆市所辖行政区范围(26个区、8个县、4个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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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研究对象是1937—1945年从外地迁入重庆并在重庆办学的高等院校,不包含战时在渝新建

的高校(非重建)或迁渝后又迁至其他地区的高校。目前对于抗战时期迁渝高校的研究主要分为

三类:第一类侧重于对抗战教育史的研究,如薛新力的《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4]、常云平的《试论

抗战期间内迁重庆的高等院校》[5]系统介绍了抗战时期重庆内迁高校的数量、来源、办学历程和

方式。张成明、张国镛的《抗战时期迁渝高等院校的考证》[6]对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高等院校数

量进行了全面的统计。第二类是研究内迁高校办学的个性特征,如王燕在《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

学在渝办学研究》一文中,梳理了国立中央大学内迁的背景与经过,并描述了国立中央大学在渝

办学理念、学科发展及师生生活[7]。第三类着重研究内迁高校在渝的物质空间建设,如冯棣等在

《抗战时期迁渝高校建设策略与建筑特点研究》[8]一文中描述了高校内迁的经过,归纳出地方性、

时代性、备战性等高校建筑特征。本文以“迁渝高校”为研究对象,考据其数量,梳理其内迁历程,

从城市史的视角研究迁渝高校的总体布局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为中国抗战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提供价值发掘指引。

一、抗战时期迁渝高校的数量考据

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制定侵略中国的计划时,把对

中国高等教育的破坏放在首要位置[9]。根据国民政府1939年4月编写的《抗战以来公私立专科

以上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至1939年4月,我国108所高校中有92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0
所高校全部被毁[10]。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8月19日签发《战区内学

校处置办法》,其中第二条第三点规定:“于战事发生或迫近时,量予迁移。”[11]在此影响下,百余

所高校陆续在抗战期间向内陆迁移。

(一)抗战前期高等教育概况

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一览表》中统计高等院校的

数量为108所,这些高校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其中上海、北平、天津、广州、

南京等城市的高校数量占全国总数的67.7%,学生数量约占总数80%以上,全国高校资源区域

分布不合理的现象十分显著[12]。抗战以前西部地区高校资源匮乏,当时重庆仅有3所高校:重

庆大学、乡村建设学院和西南美术专科学校。

(二)迁渝高校的数量考据

抗战时期的内迁高校主要集中在4个地区:一是以重庆、成都、昆明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二是

以广西、湘西、湘南、粤西、粤北为中心的中南地区;三是以赣中、赣南、浙南、浙西、闽中、闽西等为

中心的华东南丘陵地区;四是以陕南、关中、陇东为中心的西北地区[13]。最为集中的地区主要是

重庆和成都等地[14],作为战时陪都,重庆市接收内迁高校数量占迁川高校数量的比例最高[5]。

侯德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中确定32所高校迁渝[15],李定开的《抗战时期

重庆的教育》一文中列出迁渝高校39所[16],余子侠等在《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

时期为重点》文中确定35所迁渝高校[17],徐国利的《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文中确

定37所迁渝高校[18],薛新力的《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一文中确定31所迁渝高校[4],张成明、张

国镛的《抗战时期迁渝高等院校的考证》文中确定至少有62所迁渝高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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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相关研究中迁渝高校统计

作者 文献资料
数量
(所)

文献资料中均被认定的
迁渝高校(26所)

文献资料中存在认定差异的
迁渝高校(40所)

侯德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

内迁高校史略》 32

李定开 《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 39

薛新力 《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 31

余子侠、冉春
《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
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点》 35

徐国利
《关于抗战时期高校
内迁的几个问题》 37

张成明、张国镛
《抗战时期迁渝高等

院校的考证》 62

山东 大 学、中 央 大 学、
交通 大 学、复 旦 大 学、
东吴大学法学院、沪江
大学商学院、之江大学
工学 院、中 央 政 治 学
校、边 疆 学 校(中 央 政
治学校 蒙 藏 学 院)、私
立北平朝阳学院、交通
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交
通大学 北 平 铁 道 管 理
学院、私立华侨工商学
院、上 海 医 学 院、江 苏
省立医政学院、南通医
学院、中央工业职业专
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
学校、杭州艺术专科学
校、药 学 专 科 学 校、中
央国术 馆 体 育 专 科 学
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
专科学校、吴淞商船专
科学校、私立武昌艺术
专科学校、私立武昌文
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私
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山东药学专
科学校、戏剧专科学校、私立湘
雅医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私
立辅成法学院)、兵工专门学校、
私立中华专科学校、私立民治新
闻学校、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
所、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私立正
则艺术专科学校、陆军大学、江
苏省立教育学院、贵阳医学院、
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海军部海军
学校、音乐学院、北平师范大学
劳作师范科、私立支那内学院、
博医技术专科学校、金陵大学理
学院部分专业、军令部中央测量
学校、歌剧学校、宪兵学校、军令
部中央军需学校、扶轮学校、四
川省 立 窑 业 专 科 学 校、南 林 学
院、私立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新
辉法商学院、税务专门学校、乡
村建 设 学 院、求 精 商 业 专 科 学
校、体育师范专科学校、重辉商
业专 科 学 校、中 华 工 商 专 科 学
校、女子师范学院、教育部特设
体育师资训练大学先修班、教育
部特设大学先修班、地政研究所

  内迁重庆高校的数量统计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是对高等院校概念界定不清晰;二是对国

民政府党政军属院校或地方非正规院校数据统计不全;三是研究的空间、时间范围不统一。据此

分析(详见表1),相关研究中有26所高校均被纳入迁渝高校统计范畴,40所高校存在争议,因此

有必要对迁渝高校名称及数量进一步考证。

通过查阅史料、文化遗产调查的方式对以上研究中存在统计差异的40所高校迁渝的历史真

实性进行考证。其中,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地政研究所为研究机构,不算作迁渝高校;山东

药学专科学校、私立中华专科学校、南林学院的迁渝历史缺乏史料支撑;音乐学院、乡村建设学

院、求精商业专科学校、体育师范专科学校、重辉商业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女子师范学

院、教育部特设体育师资训练大学先修班、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9所院校在渝创办,不属于迁

渝高校概念范畴;海军部海军学校为抗战结束后,于1946年1月迁入重庆歌乐山山洞地区,不属

于抗战期间迁渝高校;剩下25所高校经考证,确定为抗战时期的迁渝高校(表2)。
表2 相关研究中存在统计差异的迁渝高校历史依据

高校名称 数据来源 主要证明内容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

私立上海法学院
(私立辅成法学院)

《万县志》[19]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奉命西迁,次年2月抵万”
“上海法学院董事长褚辅成就任‘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
期成会’主任期间,决定筹办上海法学院万县分院”

戏剧专科学校

歌剧学校

军令部中央测量学校

军令部中央军需学校

私立草堂国学专科学校

《北碚文史资料 第4辑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碚》[20]

“1938年2月迁来东阳镇夏坝”
“1943年迁来北碚中山路”
“1944年迁来北碚澄江镇”
“1940年初在蔡家岗镇洪家榜兴建校舍”
“1945年从三台县迁来北碚金刚碑的私立草堂国学专科
学校,校长杜百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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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名称 数据来源 主要证明内容

兵工专门学校

陆军大学

贵阳医学院

湘雅医学院

东方语言专科学校

税务专门学校

北平师范大学劳作师范科

《重庆市沙坪坝区志》[21]

“1937—1946年迁入沙坪坝杨公桥”
“1939—1949年迁入沙坪坝山洞”
“1942—1946年迁入沙坪坝歌乐山”
“1944—1946年迁入沙坪坝”
“1945年由云南大理迁来,1946年迁往南京”
“1946年由香港迁来,同年迁往上海”(统计有误,该校

1943年已在重庆山洞设有校址①)
“迁来并入重大上课,抗战胜利后迁返北平”

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

《重庆教育志》[22]

“1937—1945迁入保安路社交会堂”
“1938—1945年迁入南岸”
“1941—1946年迁入璧山”
“1938—1947年迁入璧山”

金陵大学理学院电机工
程系及电化教育专修科、
汽车专修科等高等班次

《金陵大学史料集》[23]

“金大理学院的电机工程系及电化教育专修科、汽车专
修科等高等班次,因重庆的工业较为发达,对教学实习
有利,则由理学院院长魏学仁会同该系、科的师生即留
在重庆教学上课”

四川省立窑业专科学校
(原名“江苏省立宿迁玻
璃科职业学校”,迁入
江津后并校改名)

《江津文史资料第13辑》[24]
“南京失陷后,省立窑业专科学校随国民政府于1938年
西迁重庆复课,1939年春天,又由渝迁来我县双龙场中
渡办学”

扶轮学校
《沙坪坝区文史资料专辑

第6辑》[25]
“扶轮学校,原址南京,校长陈桂森。1939年先在新开
寺,后迁化龙桥”

新辉法商学院 《重庆市江北区志》[26]
“新辉法商学院,院址在寸滩,设有法律、经济、新闻、工
管等科系”

宪兵学校
《江北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2辑》[27]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夏由湖南迁江北城”

博医技术专科学校
《重庆南岸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6辑》[28]
“博医技专的全称是汉口协和医院附属博医技术专科学
校。1938年迁来重庆”

私立支那内学院 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位于鼎山街道东门社区原文化馆东侧

  除以上高校外,通过查阅史料和文化遗产调查,可以确认的还有6所迁渝高校,分别为陆军

机械化学校、陆军通信兵学校、青岛海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中央警官学校(第三分校)、中

央陆军军官学校。

陆军通信兵学校1944年由贵州麻江迁入江津油溪镇办学[24];陆军机械化学校1944年迁入

潼南区双江镇金龙村办学,现存遗址为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军军官学校1938年迁入巴

南区木洞镇中坝岛办学,现存遗址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青岛海军军官学校1938年迁入万州区

周家坝街道狮子村办学,现存遗址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8年迁入重庆市

铜梁区安居场办学,并留有校门遗址。中央警官学校(第三分校)1937年底迁入重庆南岸弹子

石,现存遗址位于南岸区弹子石武警医院内。

通过对迁渝高校的历史考证,确定1937—1945年抗战时期迁渝高校数量为57所(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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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教育(一)》一书中第767页记载,1943年10月国民政府档案《国立专科以

上学校院系设置概况表》中记录税务专学校校址位于沙坪坝山洞。



表3 抗战时期迁渝高校汇总表

高校类型 来源地 高校名称 内迁办学历程

大学 青岛 山东大学
1937年先迁入万县石竹轩办学,后并入中央大学,1946年在青岛
复校,后迁入济南发展至今

南京 中央大学
1937年至1946年迁入沙坪坝区松林坡/江北区柏溪,抗战胜利后
经院校调整各专业并入多所高校

上海 交通大学
1942年至1946年迁入九龙坡区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抗战
胜利后经院校调整拆分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南京
金陵大学理学院
(部分专业)

1937年至1946年迁入渝中区曾家岩求精中学,抗战胜利后经院
校调整并入南京大学

上海 复旦大学 1937年至1946年迁入北碚区夏坝,抗战胜利后迁回原址,发展至今

武昌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1938年至1946年迁入南岸区涂山麓下老禹庙,抗战胜利后经院
校调整,各专业并入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北京
北平师范大学
劳作师范科

1937年至1946年迁入沙坪坝区重庆大学,抗战胜利后迁回北京,
并发展至今

苏州 东吴大学法学院

上海 沪江大学商学院

杭州 之江大学工学院

1941年至1945年相继迁入渝中区磁器街96号圣爱教堂(合并为
法商工联合学院),抗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东吴大学法律系并入
华东政法大学,沪江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大学,之江大学工
学院并入浙江大学

南京 陆军大学
1939年至1947年迁入沙坪坝区山洞姜尚路、左家湾、碑湾,后并
入中国台湾“国防大学”

南京 中央政治学校
1938年至1946年迁入巴南区南温泉彭氏民居,后迁入中国台湾,
现为中国台湾“政治大学”

南京
边疆学校(中央政
治学校蒙藏学院) 1938年至1946年迁入巴南区界石镇新华街57号

独立学院 唐山 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

北京
交通大学

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1945年至1946年迁入璧山区丁家文化广场(合并为交通大学唐
山工学院),抗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现分别为西南交通大学、北京
交通大学

北京 私立北平朝阳学院
1941年至1946年迁入沙坪坝区兴隆场申家祠堂和佛家寺庙,抗
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与华北大学合并为中国人民大学

香港 私立华侨工商学院
1943年至1945年迁入江津区夏坝镇五福村,抗战胜利后并入香
港中文大学

上海 上海医学院
1940年至1946年迁入沙坪坝区歌乐山龙洞湾,抗战胜利后经院
校调整并入复旦大学

南京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

南通 南通医学院
1939年至1946年迁入北碚区重庆第九人民医院,抗战胜利后经
院校调整并入南京医科大学及苏州大学

无锡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1941年至1946年迁入璧山区璧山中学(并入社会教育学院),抗
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并入苏州大学

长沙 私立湘雅医学院
1944年至1946年迁入沙坪坝区杨公桥,抗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
并入中南大学

上海
私立上海法学院
(私立辅成法学院)

1942年至1945年迁入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护城乡第五保杨柳
湾,抗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并入上海财经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

贵阳 贵阳医学院
1944年至1945年迁入沙坪坝区歌乐山龙洞湾(与上海医学院共
同上课),抗战胜利后迁回原址,并更名贵州医科大学

南京 私立支那内学院 1937年至1952年迁入江津区几江镇东门公园内,后停办

南京 扶轮学院 先迁新开寺,后迁化龙桥

不详 新辉法商学院 战时迁入江北区寸滩

732



高校类型 来源地 高校名称 内迁办学历程

专科学校 南京
中央工业职业

专科学校
1938年迁入沙坪坝区沙滨路药剂学校家属区,抗战胜利后经院校
调整更名重庆建筑大学

北京 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杭州 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1940—1942年迁入璧山区松岭岗,1942年秋迁往江北区磐溪黑
院墙,合并为艺术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北平艺术专
科学校更名中央美术学院,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更名中央美术学院
华东分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

济南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 1937年至1946年迁入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顺溪乡程家院,抗
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并入山东医科大学

南京 药学专科学校 1938年至1946年迁入沙坪坝区歌乐山重庆市立信职业教育中
心,抗战胜利后迁回原址,更名为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 戏剧专科学校

济南 歌剧学校
1938年至1945年相继迁入北碚区中山路与歌剧学校合并,抗战
胜利后经院校调整并入中央戏剧学院

南京
中央国术馆体育

专科学校
1940年至1946年迁入北碚区金刚碑国术招待所,抗战胜利后经
院校调整并入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

上海
私立两江女子
体育专科学校 1938年迁入南岸区海棠溪山坡,后停办

上海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1939—1940年迁入江北区唐家沱江顺轮办学;1940—1942年迁
入江北区人和场段家公馆和黄氏祠堂;1942—1943年迁入江北区
溉澜溪新校舍;1943年并入交通大学,抗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部
分专业并入大连海事大学,主体并入上海海事大学发展至今

武昌
私立武昌艺术

专科学校
1938年至1946年迁入江津区德感坝五十三梯李家祠堂,抗战胜
利后经院校调整并入湖北艺术学院

武昌
私立武昌图书馆

专科学校
1938年至1947年迁入江北区竹林村一号重庆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南200米处,抗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并入武汉大学

上海
私立立信会计

专科学校
1942年至1946年迁入北碚区中山路(今重庆44中校址),抗战胜
利后经院校调整并入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汉阳 兵工专门学校 1938年至1947年迁入沙坪坝区杨公桥,抗战胜利后迁往中国台
湾,合并为中国台湾“国防大学”理工学院

上海
私立民治新闻

专科学校
1942年至1945年迁入渝中区磁器街96号社交会堂,抗战胜利后
经院校调整并入复旦大学

镇江
私立正则艺术

专科学校
1938年至1946年迁入璧山区天上宫,抗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并
入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昆明 东方语言专科学校 1945年至1946年迁入沙坪坝区新开寺南洋研究所,抗战胜利后
经院校调整并入北京大学

武汉 博医技术专科学校 1938年至1946年迁入南岸区仁济医院(现为重庆市第五人民医
院),抗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并入三峡大学

南京 陆军机械化学校 1944年至1946年迁入潼南区双江镇金龙村,抗战胜利后经院校
调整并入中国台湾湖口装甲兵学校

南京 军令部中央测量学校 1944年至1946年迁入北碚区澄江,抗战胜利后迁往中国台湾,并
入中国台湾“国防大学”理工学院

南京 军令部中央军需学校 1938年至1946年迁入北碚区蔡家岗镇二十四中学,后迁往中国
台湾,并入中国台湾“国防大学”理工学院

南京 陆军通信兵学校 1945年至1946年迁入江津区油溪镇(油溪区公所),后迁往中国
台湾,现为中国台湾陆军通信电子资讯训练中心

青岛 青岛海军军官学校 1938年至1939年迁入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街道狮子
村,后停办

创立于北
京,后在香
港复校

税务专门学校
1941年至1946年迁入沙坪坝区山洞草房湾(八保小学),抗战胜
利后经院校调整内勤班、外勤班并入上海财经学院、海事班并入
大连海事学院

四川三台
私立草堂国学

专科学校 1943年迁入北碚区金刚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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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类型 来源地 高校名称 内迁办学历程

专科学校 宿迁 四川省立窑业
职业学校

1939年迁入后留川办理,在江津区中渡街大石坡,荷花米花糖厂
西侧,抗战胜利后经院校调整并入西南建筑工程学校

福建马尾 海军军官学校 1938年至1947年迁入巴南区木洞中坝岛,后迁往中国台湾发展
至今

南京
中央警官学校
(第三分校)

1937年至1945年迁入南岸区弹子石武警医院,后迁往中国台湾,
现为中国台湾警察大学

南京 宪兵学校 1941年至1946年迁入江北区江北城,后迁往中国台湾,现为宪兵
训练中心

南京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1938年至1949年迁入铜梁区安居镇文庙,安居中学分部,后迁往
中国台湾复校,发展至今

  综上,57所来自江苏、上海、浙江等12个省市的高等院校在抗战期间内迁重庆,吸引了当时

社会各界名流来渝教学、演讲和科学研究,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印记。迁渝高校在渝时间短则数

月、长则八年,大多数高校规模有所扩大,学科体制为适应战事及社会发展有所完善,并通过设立

分校、帮扶学科建设的方式带动了重庆市本地高校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大部分高校回迁办学、

经过院系调整后发展成为当下文化底蕴深厚的高校或其组成部分,部分高校停办或随国民党内

战失败迁往中国台湾地区。

二、迁渝高校的空间布局

抗战时期重庆的地位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工厂、企业、高校和人口的迁入刺激了城市

中的用地需求,此外为防止日寇大规模轰炸,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人口疏散政策,城市空间快

速向郊区拓展,沙坪坝、北碚等市郊组团逐渐成为战时机关、高校、企业的集中地。
(一)抗战时期重庆的空间演变

图1 迁渝高校空间布局结构

城市空间的急剧扩张是抗战时期重庆城区空

间演变的显著特征。1933年,重庆城区范围约为

93.5平方公里,1939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

过了勘定重庆市新市区地界的提案:“自二十八年

大轰炸后,纷向四郊疏散,于是北达北碚,南至南

温泉,东迄大兴场,西达大渡口,而市廛所及,法定

区域约达300平方公里,迁建所及,则约1940平

方公里。”[29]城市行政区划也进行了调整,从1939
年原有6个区增至1942年形成18个区。城市规

模的扩大和空间的拓展,为此后企业、机关、高校

向市郊迁移奠定了空间基础。
(二)迁渝高校的空间布局

通过史料收集和实地调研,内迁重庆57所高校

的选址,主要集聚在沙坪坝、北碚、江津,总体布局呈

现“大分散、小集中、郊区化”的分布特征(图1)。

结合抗战时期迁渝高校区域数量分布与当时重庆城市格局,可以发现大部分内迁高校呈组

团状分布于市区附近的区县,其中沙坪坝、北碚、江津、璧山等地区数量较多;少量内迁高校呈散

点状分布在离市区较远的区县,如铜梁、潼南、万州。总体呈现“大分散、小集中、郊区化”的布局

形式,并形成了沙磁文化区、北碚文化区两个内迁高校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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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6日在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南渝中学(今南开中学)创立人张伯苓、中央大学校

长罗家伦、四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高显鉴等教育家和实业家的推动下,重庆沙磁文化区在重庆大

学宣告成立,后随着战时高校的大规模内迁,沙磁文化区范围不断发展扩大,东至嘉陵江对岸的

磐溪、柏溪,南达李子坝、华岩寺,西越歌乐山直抵青木关[30]。当时内迁沙磁区的高校有13所,

包含中央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简称“中央工校”)等,加上本地原有的及后来

创办的高校,共计有20多所。此外重庆境内的中等教育和小学教育也非常发达,中小学数量超

过120所,共同构成抗战时期著名的沙磁文化区[31]。这一时期的内迁高校除了中央大学和交通

大学新建校园外,其余高校大多依托当地既有教育资源进行办学。

抗战时期内迁北碚的高校分布在嘉陵江两岸,东至蔡家岗、西抵缙云山,有复旦大学、戏剧专

科学校、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等9所高校。此外,内迁至此的大中小院

校20余所、迁驻的文化新闻机构有30余家,老舍、梁实秋、曹禺、陈望道、夏衍、方令孺等著名的

文学家、戏剧家皆聚集于此,使北碚夏坝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四大文化区之一。

迁渝高校除沙坪坝区、北碚区的集中分布外,璧山区、江津区、万州区、巴南区也曾分布了一

些内迁高校。这些高校大多分布于交通条件较为良好的区域,如位于巴南区的中央政治学校选

址于南温泉一带,布局与花滩溪平行,学校在旧址的基础上沿花滩溪河流走向平行扩建校舍,最
大化利用学校附近的水陆交通。花滩溪有渡船,渡河后就到海泉公路堤坎站,此地有西南运输处

的公共汽车往返,南至海棠溪15公里,北距南温泉3公里。此外,学校有校车每日开往海棠溪及

堤坎接送学生,并提供船只,方便学生往返于南温泉与小温泉[32]。始建于1934年的绵璧公路

(绵阳—璧山)将渝西北地区的潼南、铜梁和重庆市区串联,位于铜梁区安居场的中央陆军军官学

校和位于潼南双江镇的陆军机械化学校都分布于公路一侧。渝东北的万州区则是入川的门户,

长江自西南向东北贯穿万州区,川鄂公路(成都—宜昌)穿境而过,大量高校依赖当地的水陆交通

条件在此办学,如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私立上海法学院、山东医学专科学校等,山东大学和边疆学

校也曾短暂留驻于此。
(三)迁渝高校的空间形态

图2 中央大学沙坪坝校区平面图

高校迁渝后的规划建设可分为三种类型:一
类是新建类高校,如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

学等。第二类是改建类高校,部分高校将当地的

民舍、祠堂、寺庙等既存资源改建为校舍办学,如
私立朝阳学院、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私立正则艺专

等。第三类为合建类高校,通过高校与高校之间

的合并或高校与各类机构空间资源的共享来进行

办学,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和南通医学院合并后购

买北碚医院作为校舍办学等。

高校迁渝后校园布局呈现四种形态。一是为契合重庆山地地貌所形成的向心辐射型,如中

央大学沙坪坝校区(图2)和中央大学磐溪校区。二是顺应河流走向的平行发展型,如复旦大学

和中央政治学校。三是具有功能理性主义规划思想的独立组团型,如交通大学。四是未进行科

学规划,呈现不规则布局形态的自发无序型。

向心辐射型校园布局主要以中央大学松林坡校区为代表。校园以坡顶为中心,充分遵循了

山地开发建设原则,环形地分布在山腰上,北面临嘉陵江。对景的布局,教学区、运动场地以及生

活福利区等的区划,人流、物流线路等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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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发展型高校代表为复旦大学(图3)。复旦大学北碚校区规划时,校领导担心校舍与工

厂依靠太过紧密,导致建筑密度过大容易引起日机轰炸,便将集中布局的校舍改为沿嘉陵江平行

布局[8]。

图3 北碚复旦大学校园布局

图4 交通大学在渝校园布局

独立组团型校园布局遵循了现代主义

的规划思想,校园空间存在明显的功能分

区。如交通大学(图4),从平面图观察未见

明显的结构中心,教学区、生活区、办公区均

相互独立,各居一隅,呈三足鼎立之势。

自发无序型高校大多在现有空间的基

础上逐步扩建校舍,具有一定的自发性。

这类高校的规划没有明显的规则和秩序,

布局形态不规则,呈无序状。

三、空间布局的形成机制研究

空间布局是在自然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包含政策、环境、交

通、社会、经济条件等[33]。通过对抗战时期重庆城市的空间演变、水陆交通、外部环境及高校选

址建设的分析,总结出推动迁渝高校空间布局形成的五个动力机制:战时安全疏散、外部交通联

系、名人效应、区域功能协同和教学资源共享。

(一)战时安全疏散

日军在1938年至1944年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的大轰炸,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对重庆

市政、交通、建筑等设施造成极大破坏。据《重庆市防空志》记载,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日

机轰炸重庆造成11148人死亡,伤12856人,伤亡总人数为24000余人,炸毁房屋17608栋 [34]。

为了保障重庆城市安全和减少大轰炸带来的损失,国民政府于1938年计划对重庆市区人口及机

构进行疏散,并划定城市迁建区和疏散区。迁建区以歌乐山老鹰岩为起点,囊括了沿成渝公路两

侧3公里范围,以及经青木关直达北碚三峡乡村实验管理区署的南北超过30公里的广大地区,

包含青木关、歌乐山、沙坪坝、北碚、璧山等区域[35]。迁建区内容纳了陆军大学、税务专门学校、

上海医学院、贵阳医学院、药学专科学校、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等17所高校。疏散区包含江北、巴

县、璧山、合川及綦江等县[36]。集中于迁建区和疏散区的内迁高校共计51所,占比达90%,市区

内分布的高校仅有6所①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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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合并为联合法商工学院位于渝中区保安路圣爱会堂。金陵大学一部分在渝中区求精

中学处办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起初校址选定在求精中学,后迁至江北区。扶轮学院在渝中区化龙桥处办学。



(二)外部交通联系

交通条件是影响迁渝高校布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抗战时期重庆的水运交通体系发达,一部分

高校通过航运内迁至此,部分高校更是依江而建。此外,由于抗战期间重庆陆地交通发展迅速,

部分学校为加强与市区的便捷联系,故选址于公路交通便利之处。

1.沿江分布

水运交通对于高校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迁渝高校中共有31所高校分布于长江与嘉陵江两

岸,如位于嘉陵江两岸的中央大学、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艺术专科学校等;位于长江一侧的武

昌艺术专科学校、中央海军军官学校等;位于北碚码头附近的复旦大学、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等,这

些高校约占内迁高校总数的54%。沿江分布的空间特征主要源于水运交通在战时重庆发挥的

重要作用。自1891年重庆开埠,以轮船为运输工具的水上运输更加发达。抗战爆发后,重庆在

卢作孚民生公司的带领下积极发展川江航运业,开通13条航线,并兴建50余个码头[37]。其中长

渡航线(重庆市—鱼洞溪、重庆市—木洞、重庆市—北碚)加强了沙磁区与周边区域间的交通联

系,方便沿江两岸高校前往市区或再次迁移。

2.沿路分布

陆上公路交通的开拓,也是影响迁渝高校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方

便物资及军力运输,加大了大后方交通建设力度。西南地区修建的公路有成渝公路、汉渝公路、

绵璧公路(川陕公路第三段)、川鄂公路,这些公路加强了重庆市的内外交通联系,大量高校分布

于此,如位于成渝公路附近的陆军大学、上海医学院、贵阳医学院、药学专科学校等。潼南、铜梁、

璧山和万州等周边地区借助便利的交通也成为内迁高校的集中地区。此外重庆市内积极发展公

共交通,至1943年市区内形成四条公交线路,第一条线路从陕西街至中三路尾,第二条线路沿南

区干道至菜园坝,第三条线路为七星岗至歌乐山,第四条线路为七星岗至小龙坎[36]。之后为方

便各高校之间的联系,建设开通了至北碚的公交线路“渝碚线”,以及各校之间的“校车”:重大—

中大—中工、南开—沙坪坝,药专—歌乐山,交大—九龙铺,东方—青木关,社会学院—璧山,中

正—覃家岗,教育学院—磁器口[36],逐步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新城市交通中心。

(三)名人效应

抗战期间重庆市内的一些区域能成为高校的集中地,有赖于教育学家罗家伦、胡庶华,爱国

实业家卢作孚等大量有识之士的推动。

1.教育界的远见卓识

沙磁文化区的建立有赖于当时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南渝中学(今南

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和乡建学院院长高显鉴等人的推动。1936年12月胡庶华撰文《理想中的重

庆文化区》,阐述了重庆市发展文化教育的必要性、文化现状、建立沙磁文化区的理由等内容。这

篇论文提到集中创建沙磁文化区,对抗战期间东部大中学校西迁沙磁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央大学迁入沙坪坝时,正处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以“冠全国中心学府,树首都声教之规

模”的巨大优势,与沙磁地区的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南渝中学等大、中学校相互整合,

使沙磁文化区由一个地区性的文化中心提升为抗战期间中国文化教育中心之一。罗家伦力谋中

央大学的发展壮大,他的办学思想和理念与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完全一致,坚持将中央大学内迁

至沙坪坝与重庆大学合建共建,他自己也成为沙磁文化区的创始人之一。

2.爱国实业家的鼎力资助

卢作孚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1927年在北碚主持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同时他也非常重视

文化教育建设。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北碚被划为迁建区,大量高校迁往北碚,这些高校和文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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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都得到了卢作孚热烈欢迎和积极帮助。例如复旦大学初来北碚时面临选址问题,后在卢作

孚的帮助下在夏坝成功建校,复旦离渝后他又创办了“相辉学院”延续复旦的办学精神。江苏医

学院在北碚商购土地、办护士学校、实施卫生教育、开展卫生防瘟、举行公开活动都得到了卢氏的

大力支持[38]。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碚办学时卢作孚曾在此校兼任董事长。在卢作孚的支

持推动下,北碚夏坝文化区形成且名声大噪。
(四)区域功能协同

部分医学类院校与当地医院展开联合教学、促进教学与实践相互结合,如在北碚第九人民医

院办学的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以及在南岸仁济医院办学的博医技术专科学校等。歌剧学校和戏剧

专科的选址则是充分考虑到北碚的戏剧文化活动的活跃性。歌乐山和山洞地区因其地理优势和

优美的环境成为国民政府军政部内迁后的所在地,很多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官邸也位于此地,为方

便政府的管理与加强政学间的结合,部分军校选址在歌乐山上,如陆军大学、海军学校、兵工专门

学校、宪兵学校和税务专门学校等。
(五)教学资源共享

在高校大规模内迁之前,沙坪坝依托重庆大学、乡村建设学院、南开中学和四川女子职业学

校成为重庆市内教育设施最充足的地区,抗战迁渝的中央大学、山东大学、中央工校、北平师范大

学劳作师范科和兵工专门学校等均借用了沙坪坝既有高校的校舍和办学设施,不同高等院校的

教师与学生之间频繁的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因重庆既有办学设施有限,内迁的57所高校中26所高校都是利用现有的文化建筑、简陋民

舍办学,如寺庙、教堂、民舍等。早期迁至璧山的艺术专科学校与私立正则艺专共用璧山天上宫

办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则以南岸区禹王庙为校址,私立朝阳学院则利用回龙坝镇本地祠堂办

学。对现有资源进行功能置换,是迁渝高校办学的主要途径。

四、结 语

高校内迁史是近代教育史上非同寻常且至关重要的篇章,这次教育资源大转移保留了中华

民族现代教育的火种。它不仅叙述了这场空前绝后的大规模高校迁移历程,同时也体现了中华

民族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气节和追求真知的崇高理想,对丰富教育史、传承民族

精神有重要的意义。重庆是战时接收内迁高校最多的城市,57所迁渝高校大多在此踔厉奋发、

赓续前行,推动了重庆市高等教育格局的形成和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本文通过对迁渝高校

的背景、数量、类型、布局和形成机制的研究,梳理了重庆高等教育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历史,以期

为重庆市抗战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提供文化价值判别与保护对象划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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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alargenumberof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
wererelocatedtoChongqing,whichsustainedthelifelineofChinesehighereducationandpromotedthedevelopmentof
educationinChongqing.Throughliteraturereviewandtranslationofhistoricalculturalmap,thebackground,the
process,andtheendeavorsofuniversitiesthatmovedtoChongqingduringthewarweresortedandanalyzed.Itisdeter-
minedthat57universities,includingCentralUniversity,wererelocatedtoChongqing.Theseinstitutionsconstructed
theircampusesindifferentwaysinareassuchasShapingba,Beibei,andJiangjin,formingtwoconcentratedareasofre-
locateduniversities:theSha-CiCulturalDistrictandtheBeibeiCulturalDistrict.Thisspatiallayoutfeatures“wide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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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layoutweresummarized,includingsafetyevacuation,transportationconditions,celebrityeffect,functionalcollab-
oration,andfacility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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