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南京是中国大陆高等教育资源最集中的五大城市之一、华东地区高等教育的重要中心。

南京拥有的国家重点学科列各城市第三位。    

民国时期，南京拥有国立中央大学、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大学、私立金陵女子

文理学院、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六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经过 1952 年

的院系调整及数十年发展，截至 2006 年，在南京的普通高等学校（不含 8 所中国人民解放

军所属院校）共有 41 所，在校本专科学生 55.71 万人，在校研究生 6.37 万人。南京拥有 985

院校 2 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其中被列入“211 工程”的国家重点建设的高等院校有 8 所

（该数目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 3）：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其中：南京大学、东南

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为国家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直属高校，此外还拥有众多的科学研究机构。 

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四牌楼 2 号。其前身三江师范学堂，是张之洞署

理两江总督时于 1902 年创立的。不久，一分为二，分别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和南京高等师

范学校。1921 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基础上建立起东南大学，它是南京最

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1927 年，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 年 2 月，更名为江苏大学；同

年 5 月，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四牌楼本部设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和教育

学院；丁家桥分部设有医学院和农学院。 

  国立中央大学的建筑都是在 1921 年东南大学成立后建造的。这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大学，

明显受到西方建筑史上折衷主义复古思潮的影响，用西洋古典建筑式样的建筑外壳去包装具

有现代特点的使用空间，以此来显示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经济实力。 

1919 年，著名教育家郭秉文接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一职，1921 年，创建东南大学。

由于南高的校舍基本上都是沿用历经兵灾的两江师范学堂旧房，计有一字房、教习房和平房

斋舍，这些校舍不仅破旧，而且难以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于是，郭秉文聘请杭州之江大学

的建筑师韦尔逊先生到东南大学兼任校舍建筑股股长，经过实地察看地形后，拟订通盘规划，

决定校舍建筑以四牌楼为中心，次第向四周辐射，按急缓轻重，分期实施。并请上海东南建

筑公司绘具总图。根据这一规划，校园内图书馆、体育馆、学生宿舍、科学馆等建筑相继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