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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西迁
王　园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摘要：抗战时期，为保存中国文化的血脉，大批高校陆续内迁。武汉大学在抗战爆发后迁往四川乐山，并在乐山办学达八年之久。武

汉大学西迁办学，虽历尽艰辛，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留下了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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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开始。抗

战的爆发，使得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备

受牵连，大片校舍被毁，财力物力损失惨重。为保存我国的高等教

育实力，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许多高校迁至云南、四

川、贵州等地，以寻求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出口。作为中部地区著名

的高等学府，武汉大学在抗战期间曾迁往四川乐山，在那里办学达

8 年之久，期间历尽艰辛，取得了诸多成就，留下了许多动人心弦

的故事。直到今天，“乐山精神”仍将武汉大学和乐山地区的教育

联系在一起，继续谱写出动人的新乐章。

一、西迁的原因
( 一 ) 日本对中华民族的侵略

抗战爆发之始，日本就把矛头指向中国的高等教育，力图削弱

中华民族的根基。教育部 1939 年的统计结果显示，至 1938 年底，

国内各大学的图书设备和仪器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损失过半。

在抗战之前，全国共有 108 所专科以上的学校，抗战开始一年半以

来，有 14 所学校遭受重创，18 所学校难以继续正常教学活动，73

所学校被迫转移。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当时领导全国

抗战的中心，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日军下一个进攻的重点。1938

年 1 月至 8 月，日军对武汉进行多次空袭。日本的侵略和破坏，使

我国大片国土沦丧，大学教学活动无法正常展开，这是我国高校内

迁的最直接原因。

( 二 ) 国民政府的政策措施

抗日战争的爆发，给了国民政府一记重锤，使其深刻认识到，

教育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高等教育更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国民政

府因此制定了《非常时期各大学生安置办法》、《战事发生前后教育

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等相关法令，全面实行教育大内迁。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战时高等教育的正常进行，国民政府还出台了

诸多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有：

1. 战时当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蒋介石在 1939 年召开的第三

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一方针。该方针强调了维持正规教育

的重要性 , 代表了当时社会大部分人的愿望 , 符合国家民族的长远

利益，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

2. 招生政策：1937 年实行联合招生；1938 年实行统一招生，教

育部更是在《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中明确提出 , 除上海

之外，各所国立大学和独立学院的一年级新生，都需要经教育部统

一招生考试并且录取后，再将名额分给各所高校；1940 年统一招生

范围扩大；1941 年实行分区联合招生；1943 年各公立高校可在四种

招生方法 ( 单独招生、联合招生、委托招生、成绩审查 ) 中选取一

种进行招生工作，之后又有变化。国民政府在各个阶段都有相应的

招生政策予以指导，客观上保证了当时高等教育的有序化管理。

3. 统一管理高校课程设置：1938 年 9 月 9 日，教育部召开抗战

时期的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会议公布了《文、理、法三学院共

同科目表》，从而规范了文、理、法三学院的课程设置。1938 年 10

月，对于农、工、商等学系的必修课程表，国民政府又做出了明确

规定。至此，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校课程设置的统一管理已全部实

现。

二、西迁的过程和办学活动
( 一 ) 西迁过程

在抗战即将爆发之时，武汉大学被迫中止了珞珈山新校舍的后

续工程建设，之后校务委员会迅速作出了西迁乐山的决定。之所以

选取乐山为校址，是因为当地还没有一所专科以上的学校，而乐山

交通便利，资源丰富，非常适合做研究，同时地处敌后方，可以安

心办学。1938 年 2 月 3 日，校长王星拱致函四川省政府，请求四川

省政府直拨嘉定 ( 即今乐山 ) 的文庙、崇圣祠、三清观、九峰书院、

华新丝厂、凤翔丝厂、大佛寺和乌尤寺等处为武汉大学嘉定校区之

校址。教育部于 1938 年 2 月 24 日给予批准，同年 3 月 31 日，四

川省政府也给予回复，全力支持武汉大学西迁乐山。1938 年 4 月

29 日，武大复课，复课之初，校名暂定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

部”。同年 7 月，校长王星拱将学校正式命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文学院、图书馆以及法学院设在文庙，理学院位于李公祠，工学院

则定在三育学校。

( 二 ) 艰难办学

从学校的机构设置来看，当时的武汉大学共设三处一室，即

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和会计室。学校共有 4 院 ( 文学院、法

学院、理学院、工学院 )、15 系、4 研究所、1 科 ( 机械专修科 )，

其中大部分院系在武昌珞珈山时已经设立，而后来的矿冶系设于

1938 年、机械专修科设于 1939 年、文科和立刻研究所设于 1942

年。抗战时期，学校经费由教育部批准，由财政部统一发放。然

而，随着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学校出现了严重的财政

困难，广大师生节衣缩食，即便如此，生活依旧十分困顿。学校

还受到敌军的轰炸，最严重的当属“八一九空袭”。1939 年 8 月 19

日，日寇出动 36 架飞机，对乐山地区进行疯狂轰炸，学校龙神祠

第二宿舍全被炸毁，学生、教员及其家属惨死在日寇炸弹之下，损

失财产约 10 万元。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广大师生仍然齐心

协力、不畏艰险，严格要求自己，潜心学习，通过高质量的课堂来

鼓舞学生。学校后来通过兴建校办工厂等方法，不仅解决了毕业生

的实习问题，也承担了部分生产任务，扩充了办学经费的来源。

( 三 ) 办学成效

首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取得了傲人的学术成果。从

1938 年到 1946 年，先后在武大就读的学生有 2767 人，其中正式

毕业的有 1974 人。后来，许多人在其工作领域取得了很高成就，

其中，有两院院士柯俊、彭少逸、张致一等，海外杰出校友赵耀

东、黄孝宗等，还有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刘涤源、水利学家张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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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等。当时，在国际著名期刊《Nature》、《Science》上，学校曾以

“国立武汉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了 4 篇科研论文，加上抗

战前后发表的 4 篇，共有 8 篇。这些大师水平的论文的发表，为武

汉大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抗战时期，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中央大

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并称为“四大名校”。其次，

研究生教育居于全国前列。从 1935 年武大开始招收第一届研究生，

到 1945 年共招收 76 名研究生，这在当时居于全国前列。到 1947

年，学校已经拥有了 8 所研究所，研究生教育呈现明显的成熟性和

规范性，同时带有明显的国外教育模式，这与当时很多教授都有留

学背景是分不开的。

三、西迁的历史意义
作为中国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史的一部分，武汉地区的高校迁移

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它使中部地区的教育精华得以保存。

同时，武大西迁乐山对当地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第一，这是在战时特殊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大学文化艰苦卓绝的

长征，保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根基。武大西迁，不仅保留了原有师

资力量，也巩固了学科建设，规模无减反增。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

可以说是精英荟萃，广大师生以无比坚毅的精神书写了武大校史上

光辉又灿烂的一页，为后人树立了榜样，阐释了“明诚弘毅”的校

训精神，不仅做到了育人为本，而且实现了教育救国、研究实学和

造福乡邦的社会责任。   

第二，对周边地区的知识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改变了

当地落后的教育面貌。武大于 1938 年春迁往乐山后，乐山籍的学

生数量逐年增加，至 1946 年已有三十余名乐山籍学生进入武汉大

学学习。1939 年，学校成立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开展以教师

为主题的学术演讲，举办学术展览，开办短训学校等。为普及科学

知识，校务委员会公推教授高尚荫，马师亮等将仪器、图书及一切

符合当地社会需要的各种材料进行展览，内容包括通信、物理以及

化学等领域。短训学校也颇受欢迎，除此之外，还举办了妇女识字

班，民众法律咨询活动等。师生的社会服务活动，一方面对当地民

众进行了文化启蒙和劳动技能培养，另一方面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

来，帮助师生们将所学知识应用起来，促进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第三，“乐山精神”的传承。“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是

武汉大学当今的校训，也是对乐山八年办学精神的延续。八年的乐

山岁月，武大师生与当地民众齐心协力，共度艰难。顾海良校长认

为，“乐山精神”是一种教育报国、不畏牺牲、自强不息、艰苦奋

斗、兼容并包、严谨求实，造福乡邦的精神。近些年，在武大的全

力支持下，乐山师范学院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乐山的

教育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全新面貌。随着两地之间交流合作的进

一步加深，必将不断开启新时代高等教育对口支援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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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书籍、与自我管理水平高的人交流学习经验、参与一些能够促

进自我管理的活动或实践等。由此进一步唤醒大学生的自我认知意

识、竞争意识和管理意识，不断完善和提升自我，掌握并能够灵活

运用自我管理能力的具体方法，以保证自我管理的有效顺利渗透。

( 二 ) 全面建立高校大学生自我管理体系，优化自我管理运行

模式

高校及各院系作为管理活动的责任方，要努力为实施大学生自

我管理创造各种条件，搭建活动平台，形成以班级、学生会、党团

组织、学生社团、研讨会、网络等纵横交叉、全面覆盖、多位一体

的大学生自我管理组织体系，并由此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大学生自

我管理高效运行模式，为大学生开展具体的自我管理奠定坚实的组

织基础。尤其要注重丰富大学生自我管理组织的多样性，比如学习

型小组、社会实践小组、公益性活动小组等。这些组织既能锻炼大

学生的组织、协调、人际交往等方面的能力，增强他们的社会使命

感、责任感；又能进一步完善大学生自我管理运行模式，推动其系

统化、科学化发展。

( 三 ) 校内外营造自我管理环境，实现自我管理广泛认可

现代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轻松愉悦的自我管理环境

空间，对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太重要了。首先，在高校教育

法规的制定上，除了基本原则性的规定，应改善传统的以高校为主

体的管理条例，强化以学生为主体的自我管理相关条例，本着自下

而上的原则，让大学生自我管理做到有理有据。其次，高校的相关

管理规章制度应充分征集和采纳学生的意见和建议，邀请学生代表

参与制定，这样不仅规范、引导大学生行为，还有利于增强大学生

对学校管理活动的认同感和自觉维护意识，从而形成自觉约束的内

在机制。第三，加强大学生自我管理的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注重大

学生自我管理的氛围，广泛地开展自我管理线上线下交流活动。

( 四 ) 必须推进大学生自我管理实践活动，从实践中指导和帮助

高校应努力创造条件为大学生提供自我管理的空间、机会、平

台，以学生为主体，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参与活动。学生

组织、社团活动及社会实践是大学生锻炼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平

台；高校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此类活动，充分发挥这些活动在组织

学生、带领学生、管理学生等方面的优势，挖掘学生管理潜能，锻

炼和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同时，高校教师应凭借自身多年管理经

验，通过言传身教 , 带领大学生通过各种方法自主合理有效地利用

各种校园资源 , 进行自我管理活动的实践，帮助其策划、组织和有

效指导和评估；并针对大学生不同的个性特点 , 有的放矢地进行个

性化自我管理的指导，提高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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