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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一）工作背景

自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大量学校包括了中山大学、省立文理学院等高校，以及香港南华学院等曾在香港办学的

学校迁往粤北山区梅州等地，在烽火时期艰苦办学。为进一步整理、保护、活化华南教育在粤北抗日战争期间于烽火

中坚守办学的历史，广东省政府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建立粤北华南教育历史

研学基地”的工作要求。

在此背景下，梅州市于2019年12月12日发函动员，于12月底组织市直相关部门和各县（市、区）召开工作推进会，

组织各相关单位搜寻抗日战争（1937-1945年）期间内迁到梅州市高校历史，以及各院校在梅州市办学的遗址和遗迹，

目前共有梅江区等8个单位反馈了相关线索与资料。

我院于12月6日成立由总工室牵头的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开展史料搜集和整理，并于2020年1月9-10日前往梅州市

进行现场踏勘，与当地各部门和县有关单位进行史料核实，形成本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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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高校及中学

抗战时期搬迁至梅州的学校名单包

括中山大学、香港南华学院、广东省立文

理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南方商业专科学

校、广东省立勷勤商学院、私立广州大学、

岭南大学等8所高校，以及广东省立仲元

中学、华南中学2所中学，共计19处办学

旧址。

一、项目背景

抗战时期搬迁至梅州的各学校旧址遗存现状布局图

抗战时期内迁梅州高校概况

序号 名称 备注

1 中山大学 ——

2 香港南华学院
后并入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
学

3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 ——

4 中华文化学院
吴康博士1942年于坪石创办，

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

5 南方商业专科学校 ——

6
广东省立勷勤商学

院
后并入中大工学院

7 私立广州大学 ——

8 岭南大学 后解体，并在香港复校

资料来源：《梅州县志》第六章第一节大专院校、《梅州市志》（下）第二十一篇
第四节 高等普通教育、《岭南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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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高校及中学

19处办学旧址，主要分布在梅江区和兴宁

市区，其余散布于兴宁市罗浮镇、五华县岐岭

镇和蕉岭县文福镇。

根据现状调研和《梅州县志》、《梅州市

志》、《岭南回忆》等资料考证，9处旧址仍有

建筑遗存，6处旧址已无建筑遗存，1处旧址的

建筑遗存有待考证；其余3处，根据目前所掌握

资料暂无法确认是否仍有建筑遗存存在（具体

遗存情况详见右表）。

抗战时期搬迁至梅州的各学校建筑遗存现状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校（院系）名称 办学点位置 现状

1

中
山
大
学

临时办事处 梅江区金山顶，原梅县县立图书馆 保存完好

2 校本部
梅江区东校场背，原私立学艺中学

校舍
已拆除

3 文学院
梅江区城北镇古洲村，利用守成居

保存完好

4 研究院文科所
梅江区城北镇古洲村张七凹益智小

学校
已拆除

5 女子师范学院 梅江区城北镇古洲村云汉楼
保存完好

6 理学院 梅县城西寨中村杨屋（又称安善庐） 待考证

7
医学院

梅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所在地，原梅
县德济医院

已拆除

8
先修班 梅江区八一大道处的现八一训练场 已拆除

9
法学院

蕉岭县文福镇路亭街，利用寺庙以
及罗姓祠堂和丘姓祠堂

仅存罗姓祠堂

10
工学院

兴宁市委党校所在地，原兴宁高级
工业学校

仅存宿舍（朱屋）

11
农学院

五华县岐岭镇荣福村新苏屋、涂屋、
梁屋等民居

仅存新苏屋、涂屋
（坍塌严重）

12 香港南华学院
现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新址，原华

侨中学旧址
仅存两颗菩提树和一

栋宿舍楼

13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
广东省立勷勤商学

院
兴宁市叶塘镇报福寺 保存完好

14 私立广州大学 兴宁市西河背朝天围饶屋 保存完好

15
中华文化学院（私

立）
梅县（具体位置不详） ——

16 南方商业专科学校 梅县（具体位置不详） ——

17 岭南大学 梅县（具体位置不详） ——

18 广东省立仲元中学
兴宁市罗浮镇罗浮司城刘氏朝臣公

祠
部分坍塌

19 梅县华南中学 梅江区八一大道处的现八一训练场 已拆除

一、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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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工作分为四个阶段开展，

包括史料初步搜集与整理、

迁徙历程及遗址遗存现状、

迁徙办学遗址遗存核实、现

场调查与访谈，工作历程详

见右图。

（三）工作历程

中大档案馆、华工、
华农高校图书馆

广州图书馆、
中山图书馆

《抗战烽火中的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校史》等书籍

史料初步搜集与整理

网络文献搜索

梅州市委党史
研究室

梅州市
教育局

梅江区、兴宁市、
五华县人民政府

迁徙办学遗址遗存核实

梅州市自然
资源局

梅州市方志办 梅州日报社

访谈兴宁市部门单位8个
调查兴宁市遗址遗存3处

现场调查与访谈

访谈梅州市直及梅江区部门14
个，调查梅江区遗址遗存5处

访谈五华县部门单位6个
调查五华县遗址遗存3处

中山大学迁徙历程梳理

迁徙历程及遗址遗存现状

高校内迁旧址现状情况
（8处遗存+5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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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江区座谈会现场

五华县座谈会现场兴宁市座谈会现场

2020年1月9-10日，在梅州市梅江区人民

政府、兴宁市自然资源局及五华县自然资源局分

别召开座谈会，收集、访谈各方关于粤北华南教

育历史研学基地的资料。

（三）工作历程

一、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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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历程

一、项目背景

现场调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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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时期各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 各学校内迁梅州史实

⚫ 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梅州）活化利用研究

10

 1945年初迁入梅县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迁离广州，

1939年1月，该校一度迁往云南省澄江县。

1940年6月，中山大学从云南省澄江县又迁

回粤北乐昌县坪石镇，许崇清再次出任校长。

1945年1月22日，韶关沦陷，中山大学师

生纷纷疏散，于是校本部和各院分别转移到梅县、

连县、仁化等地，金曾澄出任校长，至抗战胜利

后才迁回广州。

中大撤离坪石后各学院分布图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档案馆

二、抗战时期各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一）学校内迁梅州史实

1.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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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南华学校

 1942年迁入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教溪口

南华学院于1938秋始创于香港。1939年8月，

原设香港的南华学院迁来梅县。1942年，即迁今梅

州市梅江区城北镇教溪口新校（今梅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新址，后梅县区华侨中学地址）上课。1946年

抗战胜利后，南华学院由梅县迁往汕头，时香港九

龙原址及梅县（今梅州市梅江区）校址则设立附属

中学，各有学生400多人；学院迁往汕头后，学生增

至500多人。1948年，改名南华大学。1949年冬，

南华学院由汕头复迁回梅县（今梅县区）。1953年，

全国大专院校调整院系，南华大学停办，各科系并

入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等校。

香港南华学院旧址华侨中学现存宿舍楼

二、抗战时期各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一）学校内迁梅州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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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在抗战的八年中曾八迁校址。

先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

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最后迁往罗定。

1940年夏，教育学院改办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

长由林砺儒担任。

1944年，韶关沦陷前夕，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同

时也在梅州市东兴宁县龙田镇与广东省立勷勤学院

一起设立两学院联合分教处，并就向梅州地区的梅

县区、兴宁市招收各有关学系一年级新生。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与广东省立勷勤商学院联合办学旧址

（兴宁市报福寺）

二、抗战时期各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一）学校内迁梅州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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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文化学院

 1944年迁至梅县

吴康1942年创办中华文学院于韶关坪石，广收青年

学生数百名入学。民国1944年冬，日军大举侵犯粤汉铁

路，中华文化学院部分迁往湘南桂东， 另一部分随中山

大学迁至梅县。民国34年，该院迁至广州。1949 年，

该院增设理工学院，改组为文化大学。同年10月，广州

解放，该校迁往香港。

日本投降后，吴博士即在广州把“文化大学”创立

起来。惜规模未具，即仓惶迁落香港。而香港规制，除

香港大学外，不容许有其他大学。后来港政府核定，以

广州大学、文化大学、南方商专等在香港的分校，归并

为香港中文大学。

梅州平远县东石锡水行政村锡树巷村吴康故居

吴康故居建筑细部

二、抗战时期各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一）学校内迁梅州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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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迁至梅县

1942年孔祥熙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在重庆设立

所谓“中国财政学会”，并在曲江成立“广东分会”。

广东分会1943年初决定设立“南方商业专科学校”，以

培养“财经人才”。选出张导民、毛松年、陈炳权、张

兆符、刘佐人、秦庆钧，并聘请黄麟书、许崇清以及陈

玄瑛为校董，以张导民为董事长，黄麟书为校长。

1943-1944年间，广东临时省会——曲江，正遭受

到日敌的严重威胁。故该校开始时只能因应时势，开办

短期夜班，以各机关的小公务员为吸收的对象。1944年

底曲江沦陷，该校迁往梅县，已是名存而实亡。

1951年南方商业专科学校撤销，参与合并组建华南

联合大学，后于1953年并入中南财经学院。

南方商业专科学校旧照集

南方商业专科学校领导

二、抗战时期各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一）学校内迁梅州史实

5. 南方商业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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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东省立勷勤大学

 1944年迁入兴宁县龙田镇

1932年秋，陈济棠为纪念国民党元老古应芬用西南

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创办勷勤大学。

1944年，韶关沦陷，广东省立勷勤学院同时也在梅

州市兴宁县龙田镇与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一起设立两学院联

合分教处，并就向梅州地区的梅县区、兴宁市招收各有关

学系一年级新生。抗战胜利后，两院联合分教处仍在兴宁

龙田镇继续上课一个学期，1946年春才迁回广州，后商

学院改组为的广东省立法商学院。
广东省立勷勤大学

二、抗战时期各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一）学校内迁梅州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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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广州大学

7. 私立广州大学

 1945年1月迁入梅州兴宁县

私立广州大学，1927年3月3日由陈炳权、金曾澄

等人创办。借惠爱东路番禺县立师范学校为校址，

1930年后在汉民路（今北京路）和文德路分别建校舍。

广州沦陷后，私立广州大学迁校于香港。香港沦

陷后，又迁校于韶关西北郊上窑村。计政分班则设在曲

江县桂头圩（今乳源县桂头镇）。

1944年冬，粤北战局紧张，部分师生疏散至罗定

县复课。1945年1月曲江县沦陷，全体师生辗转疏散至

连平、兴宁等地设校。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私立广州大学复员广州，

在东横街原址复课。

二、抗战时期各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一）学校内迁梅州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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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学

8. 岭南大学

 1945年7月底迁入梅县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沙基

金利埠创办了一所名为格致书院的高等学府。1903年，

格致书院改名岭南学堂。

1912年9月，学堂的中文名称改为岭南学校。1927

年1月，岭南学校亦正式易名岭南大学。1938年8月中旬，

岭南大学迁往香港，借用香港大学的校舍继续授课。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时任校长的李应林率领岭南大

学师生辗转逃亡至粤北韶关，在曲江大村复校，并将校

园命名为岭大村。后来战事日渐蔓延，岭南大学只好由

曲江转移往东江梅州。1945年7月底几经辗转的师生终

于到达梅县。1945年8月抗战胜利，岭南大学重回广州

康乐的校园。

二、抗战时期各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一）学校内迁梅州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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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东省立仲元中学

 1945年迁至广东兴宁罗浮镇司城

广东仲元中学，今在广州番禺市桥，原是

为纪念辛亥革命先驱、粤军名将邓仲元（1886-

1922，梅县丙村人）而创设。该校1934年始办

于广州文德路；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北迁韶

关曲江鹤冲岗；1944年冬韶关失守，校长梁镜

尧被日军杀害，1945年初迁至广东兴宁罗浮司

城，由黄文乐接任校长。1946年初回迁越秀山

仲元图书馆，同年8月再迁今址。

仲元中学梅州市兴宁县罗浮镇万兴街旧址

黄文乐校长梅州日报关于仲元中学在兴
宁罗浮的报道

二、抗战时期各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一）学校内迁梅州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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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华南中学

 香港沦陷前迁至梅县大浪口

广东梅县华南中学，其前身为1930年大埔

人李东星、郭兆华等创办“香港私立华南中学”，

香港沦陷前迁至梅县大浪口，抗战胜利后，增设

广州华南中学，遂梅县私立华南中学更名为私立

华光中学。1949年10月8日，与梅县县立一中、

梅州女师初中部、南华学院附中一起并入广东省

立梅州中学，改名为广东梅州中学。

二、抗战时期各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一）学校内迁梅州史实

华南中学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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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时期各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中山大学第一次西迁至云南路线图

1. 中山大学四迁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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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2. 中山大学迁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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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梳理统计，中山大学共有

11个学院（含校管理部门）抗战时期

迁移到梅州市内，包括临时办事处、

校本部、工学院、农学院、法学院、

理学院、医学院、先修班、研究院、

文学院、女子师范学院。

目前，保存较完好的为位于梅江

区的临时办事处、中大文学院、女子

师范学院、理学院以及位于兴宁市的

工学院等5个学院的旧址。位于五华县

岐岭镇的中山大学农学院保存情况一

般。梅江区的校本部、医学院、先修

班、研究院和蕉岭的法学院当年办学

建筑已被拆除。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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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学校名称 学院
现存遗址

涉及名人 迁移路线
是否有照

片
建筑保存情

况市 县 镇（街道） 村 建筑遗址名称

1945年3月16日 中山大学
临时办
事处

梅州
梅江区

（原梅县）
金山街道 —— 梅州市梅县区博物馆 —— 从乐昌坪石迁移过来 有图片 保存

1945年3月16日 中山大学 校本部 梅州
梅江区

（原梅县）
升华街 ——

梅城江北东较场背
（现梅县体育场背）

金曾澄代校长从乐昌坪石迁移过来 有图片 已拆除

1945年3月16日 中山大学 文学院 梅州
梅江区

（原梅县）
城北镇 古洲村 曾龙岃守成居

吴康院长、朱
谦之教授

从乐昌坪石迁移过来 有图片 保存

1945年3月16日 中山大学
女子师
范学院

梅州
梅江区

（原梅县）
城北镇 古洲村 云汉楼 ——

《抗战时期梅州华南
教育史料线索》

有图片 保存

1945年4月18日 中山大学 理学院 梅州
梅江区

（原梅县）
环市西路 桃西村 杨屋

任国荣代院长、
张宏达教授

从乐昌坪石迁移过来 有图片 保存

1945年3月16日 中山大学 工学院 梅州 兴宁县
叶塘镇
（东坝）

同众村 朱屋等 罗雄才院长 从乐昌坪石迁移过来 有图片 部分保存

1945年3月16日 中山大学 农学院 梅州 五华县 岐岭镇 —— ——
丁颖院长、简
浩然教授

从湖南宜章栗源堡迁
移过来

有图片 保存

1945年3月16日 中山大学 法学院 梅州 蕉岭县 文福镇 —— 路亭古塔附近
胡体乾院长、
丘淋教授

从乐昌坪石迁移过来 无图片 已拆除

1945年3月16日 中山大学 医学院 梅州
梅江区

（原梅县）
黄塘路 ——

原梅县德济医院
（现梅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
罗潜院长 从乐昌县城迁移过来 有图片 已拆除

1945年3月16日 中山大学 先修班 梅州
梅江区

（原梅县）
大浪口路 ——

原梅县华南中学
（现大浪口军民融合公

园）
萧锡三班主任从乐昌坪石迁移过来 有图片 已拆除

1945年3月16日 中山大学 研究院 梅州
梅江区

（原梅县）
环市北路 张七凹村

原张七凹益智小学校
（现张七凹无线电厂）

崔载阳院长、
朱谦之教授

从乐昌坪石迁移过来 无图片 已拆除

中山大学各学院内迁到梅州情况梳理一览表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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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年初，日军进犯中山大学所在的乐昌县坪石镇，中山大学校本部被迫迁往梅县地区，并借用梅县东校场及

东校场旁的私立学艺中学的校舍开展办学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抗战结束后东校场作为体育场保留至今，私立学艺中学则

被转手给梅州汉剧院，后被拆除。

中山大学校本部旧址东教场旧照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中山大学校本部史料梳理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中山大学迁到梅县期间关于领到合计谷款等情的文
资料来源：《抗战烽火中的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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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坪石师生的一部分由金曾澄代校长率领，

经乐昌、仁化，向东行赴龙川，最后决定校本部设于梅县，

暂借公共体育场附近私立学艺中学办公。研究院、文学院，

理学院、医学院，以及先修班、师范学院附中部分师生，

则自觅”大屋”上课。梅县有所所谓“三堂、四横、一围

“的房屋，一栋即可供当时人数不多的个学院之用。

其他学院则在梅县周围各县或较接近梅县的县安排，

法学院设在蕉岭路亭，农学院在五华歧岭，工学院在兴宁

东坝朱屋，师范学院在龙川龙母。

各学院安排就绪后，均于1945年3月间先后复课。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中山大学在粤东各县分布概况
资料来源： 《中山大学史稿》

 中山大学校本部史料梳理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梅州）活化利用研究

26

1945年初，中山大学文学院由从乐昌坪石迁移至梅县城北古洲村曾龙岃守成居

进行教学工作，如今守成居建筑依旧保存完好。2019年11月18日至20日，中山

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天忠、副教授李欣荣，率领中大抗战校史考察团一行9人，

到中大文学院旧址曾龙岃守成居考察。

中山大学文学院旧址照片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中山大学文学院史料梳理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中大历史系考证守城居现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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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文学院复员概况原文
资料来源：《民国大学校史汇编．60》185页

文学院复员概况 原文

《民国大学校史汇编．60》185页提到：“……民国

三十四年，秋九月，暴敌乞降，胜利属我，时适国立中

山大学由坪石迁东江，本院卜址于梅城北郊至曾龙岃村，

蓋九阅月于兹矣，植举国盛欢之日，为复员原址之计，

固其宜也，于是学校组设委员会，用董其事，本院亦积

极筹划焉。”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中山大学文学院史料梳理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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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史料梳理

中山大学女子师范学院旧址照

1945年初，中山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由从乐昌坪石迁移至梅县城北古洲村云汉楼进行教学工作，如今云汉楼建筑依旧保

存完好。 2019年11月18日至20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到中大女子师范学院旧址云汉楼考察。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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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中山大学工学院由从乐昌坪石迁移至兴宁县叶塘镇（东坝）同众村的朱屋进行教学工作，如今朱屋建

筑依旧保存完好。同时，当时中大工学院借住兴宁高级工业学校科学馆进行教学，目前科学馆已被拆除。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中山大学工学院十九届学生在兴宁毕业照（1945年6月）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档案馆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中山大学工学院史料梳理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教务长肖隽英、工学院写的迁校情况报告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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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中山大学工学院由从乐昌坪石迁移至兴宁县叶塘镇（东坝）同众村的朱屋进行教学工作，如今朱屋建筑依

旧保存完好。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中山大学工学院办学旧址上大厦朱屋
资料来源：兴宁市提供资料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中山大学工学院史料梳理

中山大学工学院办学旧址上大厦朱屋入口建筑结构
资料来源：兴宁市提供资料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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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二十二周年概况
原文

资料来源：《民国大学校史汇
编．60》182页

中山大学二十二周年概况原文

《民国大学校史汇编．60》 182页中提到：

“……研究院，文，理，医各学院，先修班，

及师范附中一部分员生，亦陆续迁至此地；法

学院在蕉岭路亭，农学院在五华岐岭，工学院

在兴宁东坝朱屋，师范学院在龙川龙母，均于

三月间先后复课。”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中山大学工学院史料梳理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兴宁县政府安排中大师生住宿
一事的代电

资料来源：《抗战烽火中的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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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中山大学先修班由乐昌坪石迁移到梅县，校本部借用梅县华南中学的校舍进行教学工作直至抗战结束，梅

县华南中学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并入广东梅县中学（今梅州中学）。

中山大学先修班旧址梅州中学校园旧照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中山大学先修班史料梳理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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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中山大学法学院由从乐昌坪石迁移

至梅州蕉岭县文福镇路亭古塔附近，借当地民居开

展办学工作，于四月上旬正式复课。当时县外到蕉

岭者有教师助教二十余人，职员七八人，学生三百

六十余人，法学院的主要领导人是胡体乾院长及丘

淋教授。抗战胜利后，法学院迁回广州。

《中山日报》（梅县版）记载法学院在蕉岭路

亭墟办学的情形。

中山大学法学院旧址路亭民居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中山大学法学院史料梳理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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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法学院复员概况原文
资料来源：《民国大学校史汇编．60》186页

法学院蕉岭复员概况 原文

《民国大学校史汇编．60》186页提到：

“……东行员生于三十四年三月陆续抵达蕉岭，于四

月上旬即在蕉岭路亭正式复课，除一部分员生疏散

至连县或滞留仁化，县外到蕉岭者有教师助教二十

余人，职员七八人，学生三百六十余人各系科目多

能照常开始讲授，在此方面主持人为胡体乾院长及

丘淋教授等。”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中山大学法学院史料梳理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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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为避免战火，中山大学医学院由乐昌县城迁移到梅县，在梅县德济医院办学并开展实习课程直至抗战结

束，梅县德济医院后改名梅州市人民医院（又名黄塘医院)。

中山大学医学院（梅县德济医院）旧照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中山大学医学院史料梳理

3. 中山大学旧址布局及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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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县档案馆史料记载

在梅期间，项目组在梅县区档案馆发现了不少关于中山大学的档案，其中多条涉及师范学院及农学院，如《国立

中山大学组织系统表及规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33年度结业生服务志愿调查表》、《梅县来府保送及考选中大师

范学院学生公费生名册成绩表、试卷》、《电发中大师范结业生服务志愿表》、《函抄送中大农场速成堆肥制造法请

转各乡仿制由》、《省教育厅案准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为华南之最高农学院》等，这些档案史料丰富研究者对中大东

迁梅县历史的认识与理解。

梅州市剑英图书馆现存有比较丰富的民国书刊，如《中山日报》（梅县版）记载法学院在蕉岭路亭墟办学，中大

梅县临时办事处迁到金山顶县立图书馆，先修班借梅县华南中学教室上课等情形。《大光报》粤东版则记载了法学院

从蕉岭迁到梅县浮下等珍贵消息。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4. 中山大学其他史料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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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曾澄(1879—1957)，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金曾澄

出生于广州高第街。1898年参与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率时敏

学堂几位学生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他毕业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

理化部。1921年，金曾澄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

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

席。

1929—1937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其中1930—1932年3月

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

1942—1945年，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金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

(现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

务委员。1957年3月24口，在广州病逝。
国立中山大学历任校长名单

资料来源：《抗战烽火中的中山大学》

校长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5. 相关名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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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植仪（1888-1957），字槐庭，广东省东莞县人，

著名农业教育家，土壤学家。20年代初，参与筹建广东大学

和中山大学，长期担任两校教授、农学院院长、教务长之职。

1930年创建广东土壤调查所，率先在广东开展分县土壤调查。

1935年创建中山大学研究院土壤学部，为当时国内唯一培养

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同年与彭家元合著《土壤学》。

为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创、巩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教务长 工学院院长

罗雄才（1903－1993） ，化学家、教育家，广东兴

宁人，华南理工大学二级教授，民盟盟员。1929年毕业于日本东

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化学科，同年考进日本理化研究所久保田研究

室攻读研究生。1931年回国后任国立中山大学化工系教授，历任

中山大学工学院副院长、华南化工学院院长等职。一直从事有机

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的教学和科研。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5. 相关名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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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院长

吴康（1895~1976），字敬轩，自号锡园主人。广东

省平远县（归梅州市管辖）东石镇锡水村（一说洋背村）人。著名

教育家、哲学家。是平远历史上第一位留学博士，客属近代文史哲

学家第一人，平远历史上教育与学问楷模第一人。

民国21年2月至民国25年7月，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

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所长。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5. 相关名人轶事

文学院教授

朱谦之（1899~1972），福建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哲

学家、哲学史家、东方学家、文化学家、宗教学家、中外思想文化

比较学家。1929年东渡日本，从事历史哲学研究。从1932年起在

中山大学工作，曾经担任了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

学院长等职。1950年院系调整中，被调往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

1964年调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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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教授

张宏达（1914~2016），广东揭西人。历任中山

大学副教授、教授、生物系主任，中国植物学会第八、九届常

务理事，广东省植物学会、广东省生态学会第二届理事长，国

家教委生物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原广东省生态学会名誉

理事长。

任国荣（1907～1987），清归善县（今惠阳市）

人。历任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师范学院博物系主任、理学院

院长、大学部训导长。

理学院院长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5. 相关名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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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颖（1888.11.25~1964.10.14），男，字君颖，

号竹铭，广东高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农业科学家、教育家，

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农业高等教育先驱。曾任中国

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192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

学部。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曾被周恩

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被授予新中国成立

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农学院院长

简浩然（1911~2007），微生物学家。广东南海

人。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化系。1937年获中山大学研究院

土壤微生物硕士学位。1946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

是我国环境微生物学科的奠基人，曾经担任过广州基因工程学

会理事长、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并且是中国环境

科学委员会委员、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农学院教授

二、抗战时期各大学校向梅州迁徙历程

（二）中山大学迁移考证

5. 相关名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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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时期搬迁至梅州的各学校旧址现状情况

⚫ 各学校旧址现状概况

⚫ 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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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一）各学校旧址现状概况

保存情况较好：中大文学院（守成居）、中大女子师

范学院（云汉楼）、私立广州大学（朝天围）

遗存布局地点：梅江区城北镇古洲村，兴宁市西河背

朝天围饶屋

 中山大学旧址遗存情况较好，主要分布于梅州中心城区

 部分旧址已开展活化利用，活化利用情况良好

已开展活化利用：私立广州大学旧址朝天围改为社区

公共服务中心、中大工学院和兴宁高级工业学校旧址改为

兴宁市养老院

原有功能沿用：省立文理学院（报福寺）

 涵盖客家传统民居、华侨民居等中西方建筑元素

典型客家传统民居：中大文学院（守成居）、私立广

州大学（朝天围）

典型华侨民居：中大女子师范学院（云汉楼） 抗战时期学校内迁梅州办学旧址现状调研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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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图

现场航拍鸟瞰图 现场航拍鸟瞰图

从总体布局看，建筑可达性较好，

周边大致还保留着传统村落的格局，

通过小尺度的步道将田野、池塘、

守成居和云汉楼连接起来，未来考

虑该片区域连片打造。

地址：位于梅江区城北镇古洲村，

距梅江区政府2.6公里

交通状况：靠近018县道

占地面积：1200㎡

建筑面积：1800㎡

建筑年代：19世纪20年代

保存情况：主体保存较好

使用现状：尚有曾氏后人居住

房间数量：38间

现场航拍鸟瞰图

现场航拍鸟瞰图

立面现状图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1. 中山大学文学院旧址守成居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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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成居在建筑形制上，虽然延续了梅州围屋

三堂两横的格局，但舍弃了后半的围龙屋的排布。

层数上，三堂部分一层，横屋部分两层，三堂部

分结构类型为石柱木梁架结构，灰砂土坯墙。

两侧天井 入口正立面图

 整体评价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1. 中山大学文学院旧址守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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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成居在建筑细节大体维持了传统建筑的风貌，在墙

裙和重点部位使用了花砖浮雕等装饰，屋内还留存大量旧

时木雕彩绘家具，工艺精美。建筑既反映了客家地域文化

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风格中西合璧，采用了

近代的砖石承重柱。

整体结构安全性较

好，但横屋的二层部分

地板年代久远，需修缮。

石柱与木梁架的交接 以浮雕表现传统的穿斗式构架 墙裙处使用花砖装饰

横屋山墙粉墙黛瓦，局部使用漏窗

石柱与木梁架的交接

小天井空间砖石结构的使用

 局部细节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1. 中山大学文学院旧址守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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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图

现场航拍鸟瞰图

总平面图

现场航拍鸟瞰图

从总体布局看，大致还保留着传

统村落的格局，通过小尺度的步道将

田野、池塘、守成居和云汉楼连接起

来，未来考虑该片区域连片打造。

地址：位于城北镇古洲村，距梅江区

政府2.3公里

交通状况：靠近018县道

2. 中山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旧址云汉楼

建筑面积：3600㎡

占地面积：1800㎡

建筑年代：1942年

保存情况：保存较好，西侧横屋一跨于1973年拆

除部分构造，并加建二层楼梯井和二层住宅。

使用现状：现有6户人家居住

房间数量：105间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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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制保持了三堂两横一门坪的传统形制，但

在立面上部分使用西式元素。建筑层数上整体两层，

突破了传统围屋的体量。结构类型上，屋架采用木梁

架结构，东横屋走廊为券拱结构，西侧横屋二楼部分

保留木梁架结构，一楼部分则为现代梁柱结构。

中
山
大
学
女
子
师
范
学
院

云
汉
楼

现
场
手
绘
稿

中轴线纵深序列空间 两侧天井状况

次入口立面主入口立面

西侧横屋底层改建现状

 整体评价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2. 中山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旧址云汉楼



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梅州）活化利用研究

49

建筑轴线上的三堂修缮较多，西侧横屋大部分已拆除

重建，对建筑形制整体性破坏较大。在装饰细节上，呈现

出中西结合的风貌，以中式为主，局部使用西式装饰，包

括通过雕刻成挑檐木的形态的石构件代替挑檐木支撑檐檩，

而使屋面出挑。在结构类型上，也是以中式的木梁架体系

为主，局部使用了西方的券拱结构，表现了外来文化对中

国固有式建筑的冲击。

在西横屋居住者进行了改扩建以适应新的功能，同时

三堂作为日常起居的部分也进行了维护修缮。

东
侧
横
屋
上
的
石

构
件
支
撑
檐
檩

东
侧
横
屋
券
拱
结
构

走
廊

精致的漏窗工艺
空间开阖明暗交

替变化入口处门楣彩画西侧横屋的石雕构件

 局部细节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2. 中山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旧址云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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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山大学理学院旧址安善庐杨屋

安善庐，建于1932年，由杨延龄与杨绵龄二人合力

兴建，于1933年乔迁居住，定屋名为“安善庐”，撰有

门联“安居乐业，善邻亲仁”。

建筑型制：客家围龙屋

地址：位于今梅州市梅江区寨子坪，距离梅江区政府2.4

公里

交通状况：靠近梅江区环市西路

建筑面积：约2800㎡

占地面积：约6000㎡

建筑年代：始建于1932年

保存情况：主体保存较好

使用现状：尚有杨氏后人居住

环境状况：屋外西侧有古井，周边建筑风貌不一，村内

道路狭窄，停车场较小，基础设施尚不完善。

安善庐卫星图

安善庐外观图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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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评价

安善庐，客家围龙屋，占地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建筑占

地面积约2800平方米，建筑均为一层，具有完整的客家围龙屋

形制包括堂屋、横屋、围屋、化胎等主要部分以及禾坪、风水

塘、风水林等附属部分。

安善庐是一座三堂三横一围龙一门坪加上泮塘的客家围龙

屋，堂屋结构为石柱梁架结构，是典型的客家传统民居。

安善庐平面形制图安善庐中堂 安善庐化胎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3. 中山大学理学院旧址安善庐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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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善庐建筑保存完好，堂屋为石柱梁架结构，

堂屋大门雕花木梁架，门楣彩画，横屋花窗等都

体现了客家民居建筑特色。

 局部细节

门楣牌匾及彩画 屋外水井

横屋及围屋门窗样式 横屋花窗样式

中堂屋顶 大门雕花梁架

化胎石铺装屋檐及天井

门内门楣彩画风水塘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3. 中山大学理学院旧址安善庐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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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私立广州大学旧址朝天围饶屋

朝天围，南宋年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等人抗元的驻

营地，后人（饶氏八世祖希生公）为纪念文天祥而建

此屋，名曰“朝天围”。

建筑型制：客家围龙屋

地址：位于今梅州市兴宁市兴城镇永泰路115号，距离

兴宁市政府800米

交通状况：靠近205国道，永泰路

建筑面积：3871㎡

占地面积：6800㎡

建筑年代：始建于明嘉靖年间

保存情况：主体保存较好

使用现状：尚有饶氏后人居住

环境状况：位于兴宁市中心城区，宁江西侧。

朝天围卫星图

朝天围鸟瞰图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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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评价

朝天围，客家围龙屋，占地面积6800平方米，建筑占地面

积约3871平方米，建筑均为一层，具有完整的客家围龙屋形制

包括堂屋、横屋、围屋、化胎等主要部分以及风禾坪、风水塘

等附属部分。

安善庐是一座三堂四横的客家围龙屋，堂屋结构为石柱梁

架结构。

朝天围平面形制图朝天围堂屋 朝天围化胎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4.  私立广州大学旧址朝天围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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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围建筑保存完好，堂屋为石柱梁架

结构，堂屋大门的门枕石，柱础雕刻，屋架

装饰、雕花等都十分精致。

 局部细节

堂屋石柱柱础

堂屋门外柱式 堂屋室内柱式

堂屋屋架 横屋屋顶

屋架装饰门枕石

屋架装饰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4.  私立广州大学旧址朝天围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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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建筑型制：客家围龙屋

地址：位于今梅州市兴宁市东坝叶

塘镇同众村

交通状况：距离225省道1400米

建筑面积：约2100㎡

占地面积：信息不详

建筑年代：信息不详

保存情况：主体损毁严重

建筑现状：堂屋较宽，中间三跨内

凹形成主入口，双石柱支撑木梁架

结构，灰沙夯土墙，建筑结构较完

整，但外墙表皮破损严重

使用现状：闲置，尚未活化利用

环境状况：有绿道驿站和公交站点

等服务设施。

中大工学院朱屋旧址影像图 中大工学院朱屋旧址主入口

斗拱中大工学院朱屋旧址外观

5. 中大工学院旧址（上天厦朱屋）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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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工学院校舍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5. 中大工学院旧址（兴宁高级工业学校）

建筑型制：无

地址：位于今梅州市兴宁市

兴田二路市委党校

交通状况：靠近016县道，

宁江东侧

建筑面积：信息不详

占地面积：信息不详

建筑年代：信息不详

保存情况：主体已改造修缮

使用现状：现为兴宁市养老

院，遗存一颗菩提古树。

遗存菩提树中山大学工学院科学馆拆迁遗址

中山大学工学院校舍旧址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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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农学院旧址影像图 中大农学院旧址现状图

中大农学院旧址现状图 中大农学院旧址现状图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6. 中大农学院旧址

建筑型制：普通民居

区位交通：位于今梅州市

五华县岐岭镇荣福村东边

交通状况：靠近388乡道

建筑面积：约260㎡

占地面积：信息不详

建筑年代：信息不详

保存情况：主体损毁严重

建筑现状：土坯灰沙墙身，

双坡悬山瓦屋顶

使用现状：闲置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中大农学院旧址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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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先修班旧址，今梅州市梅江区八一公园，无

遗存保留。

香港南华学院旧址，后改为华侨中学，今梅江第三人民医院，

尚存两颗菩提古榕。

中山大学先修班旧址现状图 香港南华学院旧址现状图

7. 中大先修班旧址

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8. 香港南华学院旧址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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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时期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情况

9.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旧址

建筑型制：客家围龙屋

地址：位于今梅州市兴宁市东坝叶塘镇大众

村前丰

交通状况：靠近省道S225

建筑面积：1330㎡

占地面积：信息不详

建筑年代：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

保存情况：主体保存完好

使用现状：香火旺盛，宗教活动频繁。

报福寺鸟瞰图

报福寺牌坊

（二）各学校旧址现状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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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活化利用思路

⚫ 重要意义

⚫ 活化利用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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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活化利用思路

（一）重要意义

1. 是重现粤港学校在抗战烽火时期艰苦办学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是保护、修缮与活化梅州当地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传统古民居的重要契机

3. 是彰显梅州人民崇文重教、慷慨支持迁移学校办学精神的重要纪念地

4. 是最早促进产学研融合、助力兴宁等地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5. 是促进粤北生态发展区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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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化利用思路

四、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活化利用思路

1. 加快办学旧址保护与修缮

 推进办学旧址申报文保单位

 加强重要场所修复和多元复合化利用

依托中大文学院办学旧址守成居等9

处尚有遗存的传统古民居、公共建筑和古

树名木等，加快申报为文保单位，加强对

以上文物遗产的保护。同时，鼓励运用乡

土材料和传统客家民居建筑工艺，对9处

尚有建筑遗存的办学旧址进行抢救性修缮

(详见右表）。

结合当前办学旧址地域文化内涵，加

快植入文化展览、文化旅游、教育科普等

功能，修复成为 “寓教于游”的公共场所，

实现办学旧址功能复合化利用。

2006年，国家颁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中，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旧址、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旧址、保定陆

军军官学校旧址、中央大学旧址、金陵大学旧址、金陵女子大学

旧址、之江大学旧址、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早期建筑、湖南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等一批高校，通过挂

牌形式被列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通过建立教育培训

基地、文化博物馆等加以保护利用。

专栏4-1 高校建筑遗址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抗战时期搬迁至梅州的各学校现存9处旧址遗存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校（院系）名称 办学点位置 现状

1 临时办事处 梅江区金山顶，原梅县图书馆 保存完好

2 中
山
大
学

文学院
梅江区城北镇古洲村，利用守成居

保存完好

3 女子师范学院 梅江区城北镇古洲村云汉楼
保存完好

4
工学院

兴宁市委党校所在地，原兴宁高级工业
学校

仅存宿舍（朱屋）

5
农学院

五华县岐岭镇荣福村新苏屋、涂屋、梁
屋等民居

仅存新苏屋、涂屋
（坍塌严重）

6 香港南华学院
现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新址，原华侨中

学旧址
仅存两颗菩提树和一

栋宿舍楼

7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
广东省立勷勤商学院

兴宁市叶塘镇报福寺 保存完好

8 私立广州大学 兴宁市西河背朝天围饶屋 保存完好

9 广东省立仲元中学 兴宁市罗浮镇罗浮司城刘氏朝臣公祠 部分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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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化利用思路

四、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活化利用思路

2. 依托觉塘村打造以粤北华南

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为主题的美丽

乡村示范村
中山大学文学院、女子师范学院旧

址所在地为梅江区城北镇古洲村行政村
下辖自然村觉塘村。该村拥有资源状况
如下：
 设施较为完善。由华侨捐资修建了村

内主要公共服务设施和道路基础设施；
 交通区位较好。距离梅江区政府2.5

公里；
 拥有曾子文化。村内全部为曾性人家，

拜曾子为祖先，村内拥有曾子雕像、
曾氏祠堂等；

 拥有整治计划。近年觉塘村通过“微
改造”的方式，打造了占地32亩的
莲塘景观和曾子文化公园，目前正计
划建设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中山大学文学院旧址
守成居

中山大学女子师范学院旧址
云汉楼

觉塘村荷花池

觉塘村曾子雕像

觉塘村公共服务中心

办学旧址

都市农业

公共服务设施

道路交通设施

旅游服务设施

旅游支线

旅游主线

觉塘村生态农业园

环湖步道

觉塘村入口及旅游服务中心

觉塘村旅游露营地

云汉楼
出口

梅州梅江区觉塘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布局示意

云汉楼 守成居 曾子雕像

觉塘村健身广场

觉塘村口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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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化利用思路

四、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活化利用思路

3. 加快建设粤北华南教育历

史研学基地文化主题旅游线路

借鉴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开展的文

化遗产游径工作，根据梅江区、兴宁

市、五华县等现存学校迁移到梅州办

学旧址，突出梅州客家文化、红色文

化和侨乡文化特色，通过串联周边的

红色革命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以及南粤古驿

道等旅游资源，形成以五华-梅江区方

向为主要游径，以兴宁、梅江-梅县-

蕉岭为次要游径的粤北华南教育历史

研学基地文化旅游线路，打造成为展

现梅州传统民居建筑精华、展现爱国

主义情怀的研学基地游线和文化主题

旅游线路。
梅州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文化主题游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