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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犹太人概貌

房建昌

　　 对于近代来华的犹太人和犹太教, 我们了解很少, 国内外也

缺少这方面论著, 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和宗教史的空白。实际上,

近代来华的西方人中有的就是犹太人, 只是一般不加区分罢了。仅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或中苏关系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就有: 1922 年

以苏联全权代表身份来华的越飞; 小时在哈尔滨生活过, 1923 年

以代理外交人民委员身份来华, 后又出任首位苏联驻华大使的卡

拉汗; 1923 年来华任孙中山先生政治顾问的鲍罗廷; 1926 年随共

产国际代表团来上海, 1930 年再次来华, 翌年操纵了中国共产党

六届四中全会, 扶植了王明的米夫。可以不夸张地说, 在苏联当时

来华的外交官和顾问中犹太人屡见不鲜。来华的西方探险家、传教

士、外交官或汉学家中则多为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

以上只是旅居或暂居的犹太人, 我们真正要重点介绍的是定

居型的犹太人, 即在某一时期以中国为主要居处者。他们的来华大

致可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部分: 1. 鸦片战争爆发后来自印度, 在华

中、华南和香港等地以从事鸦片贸易为主的塞法迪犹太人, 先后

总数不过数千人, 但他们大多为中产阶级, 有的暴富。2. 上世纪末

随着沙俄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而来的俄国犹太人, 先后在两万人

上下, 来时大多一贫如洗, 后来有一些跻身中产阶级, 大富者不多。

3. 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纳粹驱逐出来的德奥犹太人, 两万多人, 纳粹

规定随身所带不得超过 10 马克, 大多数居住在日本统治下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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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以上三部分在华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多离去, 至

解放初期已所剩无几。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中, 犹太人当时在西方人

中所占的人数比例虽不大, 但他们凭着自己独特的经商才能, 很

快积聚了相当数目的财产。而在上海、香港与哈尔滨的经济繁荣和

城市建设中, 犹太人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犹太人在异国得以维系其民族传统, 依靠的是犹太社团和犹

太教祈祷所及会堂, 他们并主宰了犹太人的婚丧嫁娶和生老病死。

这在来华的犹太人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鸦片战争后犹太商人

得以在上海和香港立足, 在经济上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富商阶层

以后, 他们在两地建立了自己的社团, 并有了犹太教祈祷所及会

堂。从本世纪初至 30、40 年代, 俄国犹太人先后在哈尔滨、天津、齐

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大连、奉天、青岛建立了自己的社团, 并有

了犹太教祈祷所或会堂。而社团与犹太教祈祷所及会堂往往同在

一处, 是密不可分的一体。特别是在象上海和哈尔滨这样较大的犹

太聚居地中, 他们有自己专门的犹太组织和机构, 有的还是政治

组织, 如犹太学校、犹太兄弟会、犹太俱乐部、犹太义勇队、犹太共

产党、犹太医院、犹太养老院、犹太救援会、犹太银行, 还有各种犹

太复国主义组织。有的组织实际上是国际犹太组织在华的分支,

如先后设于哈尔滨和上海的远东犹太中央情报局。上海、哈尔滨和

天津的犹太社团还办有自己的报刊, 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塞法迪

犹太社团于 1904 年 4 月 22 日创办的英文《犹太月刊》( Israel’s

M essenger, 直译为“以色列之传讯者”) 和哈尔滨犹太社团于 1920

年创办的俄文《犹太生活》周刊。通过这些组织和报刊, 在华犹太

人同欧美和印度的犹太组织和报刊保持着密切联系。

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时, 中国境内有犹太人约 1. 5 万人, 他

们主要分布在已形成社团的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 (包括附近

的满洲里)、奉天、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和香港, 在北京和中国的

其他一些城镇, 有少量未结成社团的犹太人。上述犹太人中以俄系

占绝大多数, 多与哈尔滨有渊源关系, 称作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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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和东欧系犹太人; 少量为居住在上海的出自中东的犹太财阀

及归于其工作系统的犹太人, 他们多持英国国籍, 称作塞法迪犹太

人, 即英印系犹太人。

日占时期, 这些犹太人的居住地在日本侵华军政机构及满铁

的控制之下。本文主要利用至今鲜有人使用的当时日本侵华军政

机构特别是满铁的秘密文献, 辅之以其他有关日文调查资料, 勾

勒居住在中国各地的犹太人数量、社团、经济状况及文化教育设施

等方面的概貌。限于篇幅, 日本侵华军政机构及满铁对犹太人的

政策和调查情况将另撰专文予以探讨。

另外, 自鸦片战争后, 印度及西方的犹太人就在香港经商, 不

久建立了犹太社团和教会堂, 有一任香港总督是犹太人, 他还是

犹太教会堂的理事。限于篇幅, 我们在此只叙述大陆的犹太人。

一、哈尔滨及附近城市

哈尔滨: 上世纪末, 随着沙俄在东北北部修建铁路, 在俄国饱

受压迫的犹太人逐渐来到此地, 较早的是铁路技师尤科维奇等, 而

后犹太人数逐渐增多。哈尔滨 1910 年有犹太人约 1500 人, 据

1916 年的统计, 哈尔滨有犹太人 5032 人, 其中男 2628 人, 女 2404

人; 1919 年哈尔滨有约 7500 犹太人。据《犹太生活》30 年代后期的

统计, 哈尔滨犹太人会结成的犹太人数为约 1. 2 万人, 1930 年有

约 1. 3 万人。伪满洲国成立后, 由于日本操纵的哈尔滨俄系法西斯

等组织的破坏及经济形势的恶化, 哈尔滨的犹太人逐渐向上海、天

津等地迁徙, 人口大减。据 1940 年前日本人的资料统计, 哈尔滨当

时仅有犹太人约 2800 人。

1903 年, 哈尔滨犹太社团已形成。同年, 犹太教会堂举行了落

成典礼, 有会众 500 多。1912 年, 27 岁的俄国犹太医生考夫曼来到

哈尔滨, 1919 年后, 他成为哈尔滨及整个中国俄系犹太社团的领

袖, 直到 1945 年 8 月他被攻入的苏军押解回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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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哈尔滨犹太人会由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 40 名理事

构成的理事会行使职权, 正统犹太复国主义党占 13 个席位, 非犹

太复国主义派的崩德占 12 席, 进步党占 2 席, 锡安工人党、Zeire

Zion (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精神中心党、以色列正教党和

V o lspart i 各占 1 席。①

中东铁路当局首脑对犹太人较为照顾, 让其中的一部分承包

了铁路的修建及有关供应事宜, 他们中有的因而迅速致富。少数

犹太人在初期为了尽快地攫取财富是不择手段的, 他们不仅走私,

而且贩毒和开设妓院。犹太人在俄国曾多次遭到大规模的虐杀, 十

月革命后, 不少白俄妇女逃至哈尔滨, 生活无着, 而已立足的少数

犹太人一方面要利用她们赚钱, 另一方面是出于阴暗的报复心理,

让其卖淫, 使她们成为当时哈尔滨色情业的主力。而对逃来的犹太

妇女却予以救助, 决不允许她们从事贱业, 破坏犹太人的名声。少

数犹太人因从事鸦片、酒类等边境走私而暴富。上述暴富的犹太人

尽管在东北犹太人中声誉不佳, 但他们为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

尔和满洲里犹太社团、犹太教设施及文化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使东北的犹太社会得以较快地发展。

不过, 大多数犹太人是靠本民族传统的商业经营而进入小康

的。1899 年, 贝尔采耳在哈尔滨埠头区开了家小商店, 是为哈尔

滨犹太商业发展之始; 接着, 他与一个叫巴茨哈的犹太人合开了家

食品杂货店, 同时开了几家停车场兼饭馆。卡甘在哈尔滨旧市街的

铁路总局处开了肉铺, 多维尔津亦从事此业。尔后, 犹太人的商业

活动扩展到当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到 1908 年, 东北北部有犹

太人约 6000, 资本额达 3000 多万卢布。②

犹太人以善经营金融业闻名。在本文所述时期, 哈尔滨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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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哈尔滨铁路局北满经济调查所编:《北满«於� Ë 犹太资本«就ƒ 》(1937 年 3
月)。

满铁调查部:《在哈犹太人及犹太人系统机关®最近事情》(犹太问题调查资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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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犹太银行。1922 年 1 月, 哈尔滨远东犹太商业银行 (通称远东

犹太人银行) 开设, 报称有资金 400 万元, 实缴 10 万元, 主要以犹

太工商业者的资金融通为目的。第 1 年决算统计: 295. 8 万元为票

据贴现, 流动资金余额 9855. 79 万元, 盈利 4. 955 万元。1923 年 6

月 3 日, 哈尔滨犹太人会主办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营业。

经济上稳定之后, 犹太社团开始致力于本民族的慈善事业, 据

1935 年前后日本人的实地调查, 哈尔滨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民族

特质 (据说有不让犹太人乞食的不成文法律) , 已开办了多项自己

的济贫事业。有关社会事业团体如下表:

名称 开设时间 主要活动 收容救济人数

犹太养老院 不详 收养老人 24 人

犹太妇女慈善会 1907 年
向贫困妇孺提供生活费、房

租、冬季燃料、衣物
190 户

犹太免费食堂 1907 年 提供贫困者免费或半费午膳

犹太人贫民救济会 不详 不问国籍为贫困者施诊 2. 58 万人 (年)

1915 年, 俄国犹太人掀起了东迁潮, 目的地主要是美国, 哈尔

滨成了所经要路之一。1917 年 10 月时, 除了在当地定居的犹太人

之外, 这里还滞留着两千多犹太难民, 其中许多人在此遭到欺诈、

偷窃和毒贩的敲榨, 衣食无着, 居住环境恶劣。美国的“希伯莱庇护

和移民帮助协会”(T he H eb rew Sheltering and Imm igran t A id

Society. 缩写为H IA S)决定派马森 (Sam uelM ason)去远东帮助这

些难民。次年, 该协会下属的远东犹太中央情报局 (Far Eastern

Jew ish Cen tra l Info rm at ion Bu reau. ) 在哈尔滨正式设立, 负责人

被称作主事, 是从外面派来的比尔曼。尔后, 这一犹太移民救助组

织一直以哈尔滨为主要办公地。1918- 1936 年间, 远东犹太中央

情报局在海参崴和伊尔库茨克也设了类似的机构。这 16 年间, 该

局处理了 68566 件移民申请、公民证书认证和世界范围内的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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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 仅申请移民的就超过了 1. 6 万件, 为这些人准备了 15384

份文件, 过万人是被送往国外的, 有 417 位亲属从东欧被送往远东

的家中; 千万个食品包裹被寄往东欧和俄国亲属手中; 每个申请

资助者得到了 134- 468 美元; 有 29528 个寻找者被送往失散亲属

处, 有 16246 件成功。在此期间, 又有一些德奥战俘或捷克军团中

的犹太人在回国时也得到了该组织的救济。由于该局的情报之名,

往往被外人, 特别是 1931 年后占领东北的日本侵略者误认为是情

报间谍机构, 而实际上该局仅处理难民所需要的信息情报。①

1907 年, 埠头区犹太小学校开设。1909 年, 犹太居民小学校开

校。1935 年, 犹太第一小学校开办。据 1923 年日本驻哈尔滨总领

事馆的报告: 当时哈尔滨建有犹太中学、犹太人音乐及文学会、犹

太人图书馆。1937 年的资料记载: 犹太人图书馆属新寺院管辖。本

世纪上半叶, 哈尔滨是整个东北唯一出版犹太报刊的地方, 由于哈

尔滨的犹太人主要来自俄国, 所以这些报刊除了极少数是采用希

伯莱文印行的意第绪语外, 其余均为俄文。

1919 年 10 月,《哈尔滨犹太人会理事会会报》(ВестникСовета

ХарбинскойЕврейскойОбщины)首次印行, 24 页, 发送会员。后该会

报不定期印行。另一种不可忽视的刊物是《犹太生活》。1920 年 12

月, 驻上海的巴勒斯坦情报局随同主办了仅两个月的周刊《西伯

利亚- 巴勒斯坦》(Сибирь- Палестина)迁往哈尔滨, 该刊旨在阐明

有关远东的移民、商业机会和涉及巴勒斯坦的一般情况。考夫曼受

邀去办该刊, 他易名为《犹太生活》, 26- 30 页, 发行量后来达 500

份, 带插图。该周刊尔后一直由考夫曼维持到 1942 年底, 一度十分

有影响, 名义上是哈尔滨犹太人会的机关刊, 不过考夫曼一直是该

会的会长, 故实际上代表了考夫曼的正统犹太复国主义观点。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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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端正、中允, 注意报道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消息, 起了极大的指

导作用, 也注意报道远东其他地区犹太社团的消息。对于哈尔滨及

中国东北犹太人史的研究, 该刊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在 1910- 1922 年间, 哈尔滨曾经出版了《“意马尔达格”: 希伯

莱音乐、文学和戏剧协会报告》(“Ималдаг”ОтчетЕврейского

Музыкальн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 ДраматическогоОбщества) , 每期报告

23 页, 另附 14 页广告。Ималдаг是 IM ALDA G 的转写, 源于“意第

绪语言、音乐、文学和戏剧协会”德文名称 Id ische,M u sikalische,

L iterarische und D ram atische Gesellschaft 首字的缩写。该协会有

助于促进哈尔滨犹太社团的文化, 较有影响。

1918 年 1 月, 上面提及的考夫曼在哈尔滨编印了首期《犹太

之声》(ЕврейскоеСлово) 月刊, 这是为同年召开的全俄犹太会议地

区委员会准备的, 以后再未出版。1918- 1919 年间, 上述犹太复

国主义青年组织 Zeire Zion 印行了短命的油印月刊《土地与劳工》

(ЗемляиТруд)。

1919 年, 哈尔滨属犹太复国主义派的锡安工人党出版了自己

的党刊 (Бюллетень) , 仅 8 页, 但我们未发现第 2 期以后的, 应该是

停刊了。1921 年 7 月, 由萨布兴 (N. Sab sh in) 编辑的该党党刊《散

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ДиаспраиПалестина) 创刊, 每

期 20- 25 页, 但只发行了四五期即于同年停刊。

1929 年 5 月, 哈尔滨犹太妇女俱乐部 (ЕврейскаяЖен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Вицо)开始出版自己的报告, 1931 年 4 月停刊。

1932 年, 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协会和满华特鲁姆佩尔道队

(B rith T rümpeldo r) 主办的《旗帜》(Гадегел) 半月刊在哈尔滨创

刊, 40 页, 印行 300- 500 份, 编辑为该派的首领古尔维齐 (А. Я.

Гурвич) , 除了报告该派及本地社团的活动, 重点在人口和移民问

题, 特别是返回巴勒斯坦问题, 也发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情况。该

刊在哈尔滨较受欢迎。

在伪满建国前, 哈尔滨有一份存在了 15 年的俄文日报《生活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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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НовостиЖизнь) , 具有激进的民主主义特色, 发行量 2000-

3000 份, 在犹太社会中被广泛阅读, 虽非专门的犹太报纸, 但不时

强调犹太社会主义的意义, 反映出了当地和国外犹太社会和政治

形势的完整画面。

海拉尔、满洲里及齐齐哈尔: 1939 年, 齐齐哈尔社团公布该社

团由 30 名犹太人组成。据满铁 1940 年公布的调查, 海拉尔 (含满

洲里)有约犹太人 130 人, 齐齐哈尔有约 50 人, 但在“九一八”事变

前, 人数至少多两三倍。抗战胜利后, 三地犹太人纷纷向哈尔滨及

中国其他较安定的城市迁徙, 随之而来的东北解放战争加剧了这

一趋势, 至以上三地解放, 犹太人已所剩无几。

三地的犹太社团祈祷所分别开设于 1910、1912 及 1918 年,

而这也是社团的成立年。祈祷所均设于社团内。日本占领东北后,

由于满洲里地处边境, 而日本与苏联处于交战状态, 满洲里的犹太

人纷纷向海拉尔或哈尔滨等城市迁徙, 人口急剧减少, 社团也停止

了活动, 遂出售社团房产, 留下的不多的人在社团活动方面附属

于海拉尔社团。 1935 年度海拉尔的犹太宗教公会收支预算为

12778 戈比, 得到了上属的海拉尔犹太协会总会的批准。1938 年 5

月 28 日该总会召开会议, 选举 I. V. 瓦尔夏维斯基为会长,M. A.

埃维谢维奇为副会长。该协会当时下设宗教部、文化教育部、慈善

部、米希哈茨托噶波利姆部 (救济机构)、别布洛·卡德伊休部 (殡

葬机构)等。① 1939 年 12 月, 70 岁的商人亚伯拉姆·雅科夫列维

奇· 斯托利加茨克 (无国籍) 作为海拉尔- 齐齐哈尔的代表参加

了第 3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 并当选为代议员。哈尔滨犹太

社团领袖之一的济明在会上代为宣读了齐齐哈尔犹太社团业务报

告, 报告称该社团宗教活动兴旺, 并就帮助难民及募集民族基金

(即巴勒斯坦购买土地费)问题作了宣传, 但还很不够。

·55·

① 据日本专门研究犹太人问题的国际政经学会发行的刊物《国际秘密力の研究》第 5
册, 东京, 1938 年, 第 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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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地犹太人主要从事商业活动, 其中与当地有关的牧产

品贸易居多, 也有从事林业采伐的, 经济情况属中等。日本占领东

北后, 当地犹太人的经济状况与当地其他百姓一样显著恶化。抗战

胜利前夕, 日寇对海拉尔的主要犹太领袖以间谍嫌疑进行了屠杀。

据伪满洲国文教部学务司 1934 年的调查, 海拉尔犹太教学

校 1929 年前从东北教育厅每年接受补助 700 元, 尔后不再补助;

私立学校有满洲里犹太学校, 经营者为犹太侨民会, 为四年制日

校, 有四个年级, 当时有学生 80 名, 教职工 5 名, 入学资格不限, 学

费每月有哈洋 2 元及 5 元两种。同调查称该学校 1929 年以前每年

从东北教育厅接受补助额 600 元, 尔后不再补助。

二、大连及奉天

大连: 最早进入大连的犹太人主要是沙俄时期随俄国军队而

来的犹太军人。①随着哈尔滨犹太人的增多, 有些俄系犹太人为了

寻找出路而来大连谋生, 另外还有因逃避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新

政府而来的。

历史上大连犹太人数一直缺乏统计, 据满铁 1940 年的调查约

为 170 人②, 而上一年底大连犹太社团领袖自己公布的数字为 190

人, 更准确的是 1940 年 10 月日本在华殖民机构关东州外事厅警

察课的统计, 该课根据“关东州”(即当时被日侵占的我国辽东半

岛)内居住犹太人的不同国籍分别统计 (见下表)。

1937 年以前, 大连犹太人可能一度会有超过此数的时期, 后

因日本对经济的严密控制而被迫离去至上海等地。1937 年后, 犹

太人离开大连的很少, 一方面是在日本的控制下他们迁徙很困难,

·65·

①

② 满铁:《在满犹太人®经济的过去及现在》(1940 年 12 月) , 第 20 页。

见维勒《满洲与莫斯科人》(B. L. Pu tnam W eale,M anchu and M uscov ite) , 伦敦,
19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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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籍 苏联 德国 瑞士 拉脱维亚波兰立陶宛 捷克 美国 匈牙利 计

男 79 31 3 1 2 4 13 1 1 2 137

女 64 35 2 1 1 8 7 2 1 1 122

计 143 66 5 2 3 12 20 3 2 3 259

另一方面是上海遍布欧洲犹太难民, 他们不会去凑热闹; 相反,

1938- 1939 年间, 不少中欧犹太难民因在上海谋生不易, 不经允

许乘船来到大连, 要求获得伪满护照, 他们的目的地并非只是大

连, 而是要在伪满谋生。这给大连的日伪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困

扰①, 而在这背后当然有他们已在中国东北立足多年的同胞的怂

恿和支持。1940 年以后的数字是逐渐减少的, 因为日本投降后, 大

连的犹太人多下决心离华, 除一小部分回了苏联, 大多后来去了西

方, 也有定居以色列的, 至 50 年代初已所剩无几。

大连犹太社团一直与哈尔滨的犹太社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30 年代初, 大连建立了犹太人会。此后, 由于犹太会员的增加, 事

务日趋复杂, 同时为了适应犹太教会的建设和图书馆的扩大, 大连

犹太人会决定开设犹太人会馆, 从伊町 (今世纪街《大连日报》社

一带) 32 番地借到了房子, 进行了大的改造, 于 1935 年 8 月从山

县通 (解放后叫斯大林街, 1995 年改称人民路) 181 番地 (原犹太社

团所在地)迁入。

会馆有教会 (即祈祷室)、图书馆、事务室, 并有大厅, 主要用于

开全体大会、讲演、大型讨论、开音乐会及夜间娱乐会、演戏和会员

社交。至 1940 年 4 月, 图书馆已藏书 4243 册。1938 年会员A. M.

修里曼去世, 遗孀将柳町 (今南山路) 61 番地的房屋 (地价时值 1. 2

万余元)捐赠给了犹太协会, 作为基本财产。维持协会的资金有以

·75·

① 驻日本美国随军布道师迪克尔拉比著:《在远东的流移者与定居者, 犹太人在中日
一世纪的生活》(H erm an D icker,W and erers and S ettlers in T he F ar E ast. A Cen tu2
ry of J ew ish L if e in Ch ina and J ap an) , 纽约, 1962 年,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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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源: 1. 会费, 2. 图书馆经营及慈善晚会收入, 3. 宗教捐赠。

1937 年, 大连派代表参加了为期 3 天的第 1 届远东犹太社团

代表大会, 这在大连犹太人史上是一件大事, 因为它促成了大连犹

太社团的真正建立。此前, 大连的犹太人虽已近 200 人, 但犹太人

会有名无实, 这不利于他们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在东北犹太社会中

的协调行动。在这次大会上, 成立了远东犹太社团中央协议会这样

的常设机构 (设在哈尔滨) , 除了上海非俄系犹太人及香港的犹太

人未派代表参加外, 哈尔滨、大连、天津、青岛、齐齐哈尔、海拉尔

均有代表被选进协议会理事会任理事, 这就确立了哈尔滨犹太社

团的领导地位, 使大连这样的小社团有了统一的领导。此后大连的

犹太人在哈尔滨犹太中央机构的领导下利用自己特殊的地理位

置, 使之成为来自上海的中欧犹太难民进入伪满的入口; 另一方

面, 大连犹太社团的真正建立为他们自己在犹太经济机构中的谋

职、贷款及婚姻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1938 年 10 月, 大连犹太人社团在会长E. L. 考涅尔及秘书长

L. E. 利别尔曼的主持下召开全会, V. I. 列丽奇茨卡娅夫人作了

报告。在听取了协会委员会和监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全会进行

了改选。①同年 12 月底, 大连犹太社团委员L. M. 罗果维因参加了

第 2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 并当选为日本及“关东州”代表。②

1939 年 12 月, 57 岁的所罗门·马茨埃维奇·古罗伊斯曼和

56 岁的埃菲姆·利乌奥维奇·考涅尔两名无国籍商人作为大连

的代表参加了第 3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 并均当选为代议员。

考涅尔还当选为大会副议长, 在会上宣读了大连犹太社团业务报

告。报告称这年夏天, 由 Y. I. 比尔布莱耶尔在大连发起建立了犹

太难民儿童村, 收容了上海贫穷难民儿童 (即从德奥及波兰逃至

上海) 男 34 人、女 16 人达两个月。经费由哈尔滨市犹太社团出

·85·

①

② 据 1939 年 1 月 6 日《犹太生活》。
《国际秘密力の研究》第 6 册 (1940 年) , 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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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 元、大连犹太社团出 2400 元、齐克曼 (L ew G. Zikm an, 住在

哈尔滨的波兰犹太糖王)出 6500 元。儿童的健康得以恢复, 成果显

著。报告强调了社团宗教部的活动, 其中包括整理旅顺俄军墓地内

的犹太士兵墓。文化事业兴盛, 图书馆藏书 2000 多册, 还举行了

各种祭仪及发表报告演说。设立了民族思想部, 从事犹太问题研

究。慈善与难民部也很活跃。①

大连犹太人大多经商, 有的因此致富。部分大连犹太商业机

构实际上是哈尔滨犹太商人在大连开设的分号。伪满以前, 在大连

的外商中, 犹太商人尚未入一流; 伪满时期是日商的天下, 犹太商

更遭抑制。大连的犹太商业机构主要有以下几家:

罗果维因是十月革命后随白俄出逃至哈尔滨的, 当时身无分

文, 但他持有药剂师证书, 遂靠与苏联的关系, 取得了苏联药剂的

经营权, 因而致富, 后来也卖德国和日本药剂。哈尔滨及大连有他

的“达里托塔特”药剂店, 他本人常住大连。在大连的店 1939 年资

本 9 万元, 营业额 25 万元, 盈利 1. 9 万元。在哈尔滨的叫莫斯科药

局, 资本 3 万元, 当时年营业额 17 万元, 盈利 3 万元, 店员 4 名。

英国犹太实业家布朗耐尔 (F rank B runner) 和门德 (L udw ig

M ond ) 合办的卜内门 (B runner M ond) 公司是家全球性的以经营

碱制品为主的大商号, 在大连及哈尔滨开有大化学品店, 在各地有

华人代销商, 专职店员 30 名, 资本 30 万元, 1939 年营业额 300 万

元, 盈利 35 万元。

考涅尔 1919 年从西伯利亚逃来, 先在哈尔滨, 后又在大连经

营卡姆奇亚茨卡皮毛商号, 在两地开有皮毛商店, 在大连的店资本

·95·

① 关于大连犹太人的资料极少, 最珍贵的当属 1940 年 10 月关东州外事厅警察课所
编 16 开打印本《在连白系露人概况 (犹太人Ò 含À )》。其中大连犹太人协会一章,
分概况和大连协会两部分, 后一部分又分设立的动机、沿革及活动状况、维持方法、
组织四节; 另有 27 页的犹太人协会加入者名簿, 按户开列了 200 余名犹太人的住
址、职业、家庭关系、姓名、出生及来到大连的日期; 后附男女人数及国籍情况表, 十
分详细。另见满铁调查部《第三回极东犹太民团代表大会概观》(犹太问题调查资
料第 22 辑, 1940 年 2 月) , 第 6、1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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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元, 1939 年营业额 30 万元, 盈利 8 万元, 店员 10 名。斯维托

居住大连, 从事贷款业, 一度任总行在哈尔滨的协和银行大连分行

行长, 资本 6 万元, 1939 年营业额 3 万元, 盈利 1 万元。

布列茨斯列尔最初与华人一起在大连开办点心工场, 后又在

大连同开维克多利亚咖啡馆, 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遂在哈尔滨开点

心工场, 在奉天开咖啡屋, 在华北大城市开有分店。他在大连继续

过着朴素的生活, 十分勤劳, 因而获得华人资本家的信任, 得到资

金的援助, 可以说是与华人共同致富的。他有房屋两处 (大连和哈

尔滨) , 价值 11 万元; 资本有 50 万元的商品和 20 万元的现金及设

备, 1939 年就盈利 20 多万元。他还兼营餐馆。

希埃尔, 又名德夫罗兰斯, 1914 年因逃避兵役从奥德萨来, 在

大连及哈尔滨开有运输社, 在大连的运输社 30 年代末资本 10 万

元, 年营业额 13 万元, 盈利 3 万元, 雇员 6 名。

法国犹太大财阀“路易· 多列依菲斯”集团 1939 年时驻伪满

代表吉利别尔斯坦因 (犹太人)住在大连, 从事特产输出。在满铁沿

线也开有分店。在伪满有流动资本 400 万元, 1939 年在伪满营业

额 950 万元, 盈利 27 万元。

德国犹太人霍尔斯坦 (C. Ho lstein) 1912 年在汉堡开了自己

的公司, 自任总经理, 1924 年在大连开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分公

司, 经理为尼施 (G. N isch) , 经营进出口和船舶代理, 主要输入德

国钢材、机械、染料、药品及杂货等。该分公司 1926 年经大连港输

入货物 3. 3 万吨, 1927 年 5. 62 万吨, 1928 年 4. 76 万吨, 1929 年

截止 10 月 4. 84 万吨, 上述输入品有六成为钢材。输出主要为大豆

等农产品, 1926 年 2. 96 万吨, 1927 年 3. 43 万吨, 1928 年 26. 9 万

吨, 1929 年截止 10 月 28. 1 万吨。当时除了尼施经理 (薪水 400

元) , 公司员工只有 1 名日本人 (薪水 200 元) 和 5 名华人 (薪水 70

- 200 元)。该分公司月经营费用 3000 元左右。①

·06·

① 满铁:《大连に於ける主要外商と其业态》, 1930 年印行, 第 87-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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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商埃菲尔姆·卡扎奇科夫以前为“巴尔伊科夫及古里

果利耶夫”商会的经理, 后独立经营纺织品销售业, 在哈尔滨及大

连开有分店, 1940 年时已将手伸向天津。其资本 5 万元, 年营业额

30 万元, 盈利 1. 5 万元, 店员 9 名。

上述犹太商业机构的主要雇员为犹太人。

奉天: 最早来此的主要是在东北北部生活过一段时期的俄国

犹太人, 主要职业是经商, 也有一部分是俄国军人。据当地犹太社

团 1939 年底的公布, 该社团有约 80 名犹太人①; 满铁 1940 年公布

的调查, 有约百人②。主要为俄系犹太人。抗战胜利后, 当地犹太人

纷纷向中国其他较安定的城市迁徙, 随之而来的东北解放战争加

剧了这一趋势, 至奉天解放, 犹太人已所剩无几。

民国初年奉天犹太人即形成社团, 1938 年第 2 届远东犹太社

团代表大会的召开, 促成了奉天犹太社团组织的正式形成。同年,

该社团以奉天犹太人会事务所的名义召开了年度总会, 会长A. 雅

诺维奇作了上年度报告, 会议通过了 1937 年度报告及 1938 年的

预算, 选举雅诺维奇为会长, N. 埃利亚德伊茨基为副会长, 纳哈

姆·伊萨科维奇·科利亚德伊茨基为宗教事务委员长。③ 1939 年

12 月, 科利亚德伊茨基作为奉天的代表参加了第 3 届远东犹太社

团代表大会, 当选为大会代议员。他在会上宣读了奉天犹太社团业

务报告, 报告称该社团月预算为 350 元, 主要从事宗教及社会方

面的活动, 在救济贫民、帮助难民就业及募集民族基金方面做了工

作。为天津水灾义捐 700 元, 为日本伤病兵捐款 769 元。社团位于

俄国人居住区, 祈祷所设在社团内。当地犹太人主要从事商业活

动, 开店铺或在店铺从业者居多, 经济情况属中等。日本占领东北

后, 奉天犹太人的经济状况与当地其他百姓一样显著恶化。1939

·16·

①

②

③ 《国际秘密力の研究》第 6 册, 第 334- 345 页。
《在满犹太人®经济的过去及现在》, 第 20 页。
《第三回极东犹太民团代表大会概观》, 第 1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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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 社团内的图书馆室藏书 3850 册。

三、天　津

早在 19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就有犹太人开始落户天津, 从事商

业活动。但相当一段时期中, 在天津居住的犹太人极少, 大部分为

房主及外国商社的代理人, 后来偶尔在天津居住的是皮毛商人。

1900 年俄军侵入天津, 其中有部分犹太人。同年俄租界在天津划

定, 使俄国人较多地涌入, 其中也有部分犹太人。十月革命后, 大量

的俄国人来到中国, 其中落脚天津的也有犹太人。犹太人大量迁

至天津, 始于其从东北大批向中原迁徙, 这是日本占领东北后所造

成的。在日本占领东北后的 10 年间, 由于哈尔滨经济的衰落, 导致

那里的 2000 名犹太人迁至天津, 所以造成了天津犹太人大多来

自哈尔滨的现象。天津犹太人口最多时约为 2500 人左右。1937 年

时, 天津有犹太人约 600 户, 1600 人, 由于大多数犹太人住在英法

租界内, 在 1941 年前, 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受到日本侵略军的

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天津的犹太社团开始衰落, 部分犹太

人逃往上海。抗战胜利后的内战使天津犹太人口进一步减少, 犹太

人纷纷离去。天津解放后不久, 天津有 800 名犹太人获准离去, 他

们最初担心会被滞留, 但实际情况是当局慷慨地让他们带走了大

多数个人财产, 其中有一部分移居以色列。至 1953 年, 天津犹太人

已所剩无几, 且多为老人。至 1958 年 6 月 30 日, 天津仅剩下 32 名

犹太人。天津的犹太人随当地的其他外籍人于本世纪 60 年代初全

部迁离中国。

直到 1904 年, 犹太人才开始在天津购置土地营造犹太聚居

地, 并于 1911 年正式建立犹太社团, 名为天津犹太人会。社团的绝

大多数为来自俄国的犹太人, 少数来自波兰和德国, 因此, 该社团

在成立时作为俄国侨民团体, 在当时的俄驻天津领事馆办理了登

记注册手续。该社团后来的英文名称为T ien tsin H eb rew A ssocia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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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on (天津希伯莱协会) , 1930 年前, 该协会由一委员会主持, 领头

的为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格尔谢维奇 (L eo Gershevich)。十月革命

后, 天津犹太人社团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 并成为当地犹太人最高

自治机关, 不论为何国籍, 均可加入。该会作为当地全体犹太人的

代表, 为了犹太人的利益与官方交涉, 并以宗教、文化、教育、社会

设施及慈善等事业的发展为活动目的。该会要维持教会及医院,

登录出生、结婚及死亡, 给予各种证明, 给予犹太人小学校、慈善团

体及犹太人青年团等补助。该会年预算总额超过了 2. 5 万元。尔

后哈尔滨犹太人的到来, 大大增强了天津犹太社团的势力。1937

年时, 天津犹太社团有成年男女成员约 600 人, 他们与天津的中

外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① 下辖 10 个团体, 年经费达 12 万元,

来自成员社团费及各种文娱活动等的收入。日占时期, 天津犹太社

团受到了日伪政府的控制。

天津犹太社团派代表参加了第 1 至第 3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

大会。第 3 届大会选出了代议员 13 名, 天津的代表有 3 人当选:

达维多·埃夫列莫维奇·哈宾斯基, 48 岁, 无国籍, 皮毛商; 尤达

·莫依塞维奇·贝奈尔, 55 岁, 无国籍, 商人; 乔伊·莫里斯, 48

岁, 美国国籍, 商人。提交大会的《天津社团业务报告 (概要)》称天

津犹太居民总数为 1800 人, 内 800 人为白俄, 系无国籍者; 多数团

体有独立的预算, 其中社团及教会堂年预算 4. 5 万元, 医院 (含诊

所) 2. 5 万元, 犹太小学校 1. 7 万元, 犹太俱乐部 5 万元, 慈善协会

2 万元, 无息金融会 2 万元。由于这时天津犹太社团的财政状况有

所改善, 故医院药品、器械充足, 开设了手工业学校。对欧洲来的避

难者及天津水灾的受害者予以了极大的救助, 救济委员会总支出

额达 26692 元, 其中 9930 元为各团体及同人贷出。到 1944 年, 天

津犹太人几乎全为俄系, 是个非常紧密的社团, 领袖别洛卡曼

·36·

① 《在远东的流移者与定居者》, 第 43 页。关于天津犹太人情况, 可参见B rian Pow er
所著自传《天津》(T he F ord of H eaven) , 伦敦,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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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lig Belokam en)是个高大结实的西伯利亚人。1958 年天津希伯

莱协会正式关闭。① 格尔谢维奇负责社团事务之始, 就在社团内建

了一个象样的犹太教祈祷所。1937 年, 天津犹太社团着手新建犹

太教会堂, 不久已筹集资金达 2. 6 万元。1939 年建成, 为犹太人的

宗教生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 后由天津著名犹太拉比莱文主

持。② 1948 年, 当以色列国成立的消息传至天津后, 天津的犹太人

在会堂前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1929 年以前, 天津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大多集中在盈利较高的

皮毛生意上, 他们在东北购得皮毛后在天津加工制作, 然后远销欧

洲和美国市场。据统计, 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天津犹太商号达 100

余家。1929 年出现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 使天津的皮毛行业遭受

沉重的打击, 不少犹太商号纷纷转营其他生意, 以减轻损失。天津

犹太无息金融会 (古米尔克·黑塞得)创设于 1930 年, 对本地犹太

小工商业者及工薪阶层缺款者给予小额无息贷款, 年金融量超过

了 1. 5 万元。天津犹太社团不同于在上海和哈尔滨的犹太人社团,

其迁来的成员大多数属于犹太贫困阶层。为了帮助这些犹太人谋

生, 天津希伯莱协会在一开始便把工作重点放在向他们发放无息

贷款上。

格尔谢维奇负责社团事务后不久, 便搜集到足够的书籍, 办成

了天津最好的一个私人图书馆。不久, 又有了一家俱乐部。犹太人

慈善协会创设于 1911 年, 向当地犹太人中贫困者提供现金、食

物、衣服、住房及医疗费等, 有照顾孤老残疾的救济设施, 对初到天

津的贫困犹太人给予旅费及帮助联系就业。犹太人慈善协会年预

算不到 1. 5 万元。犹太人医院 1937 年开设, 在有空位的情况下,

不限其他民族, 年经费 1. 8 万元。

天津犹太人学校 1925 年 10 月建立, 为天津和华北其他地区

·46·

①

② 见徐新等主编《犹太百科全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天津犹太人”一条。
《在远东的流移者与定居者》, 第 148-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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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子女提供了就读机会。据《犹太大百科全书》说, 该校用英语授

课, 教学大纲除包括各种犹太文化课程外, 还开设各种基础学科,

以保证在该校就读的学生毕业后能在欧洲和美国大学继续深

造。①而据日本人 1942 年调查华北教育时的报表, 该校系天津犹

太协会创办, 当时在校生 132 人, 全为犹太人。1936 年无人毕业,

1937 年毕业 7 人, 1938 年无人毕业, 1939 年毕业 9 人, 1940 年毕

业 7 人。学校设初等科、中等科及高等科, 还附设幼稚园, 均由校董

会管理。教育方针是授以普通教育, 不言政治。三年制, 前期学费

30- 60 元。教授科目有犹太史、犹太文学、俄语、英语、地理、博物、

图画、算术、代数、几何、物理、手工、音乐、体操、打字。使用英国出

版的希伯莱语、俄语及英语教科书, 教学用英俄及希伯莱语。年经

费 4. 2 万元, 支出数同。无基金。②

犹太人俱乐部 (空斯特)创设于 1928 年, 为天津犹太人休憩与

文化启蒙的社交机构。俱乐部附属的图书馆约有 5000 部希伯莱

文、俄文、英文藏书, 除有可容 500 人的剧场外, 还有餐厅、台球

室、象棋室等。1937 年时俱乐部有会员约 600 人。俱乐部常举行戏

剧、讲演、音乐会及舞蹈表演、舞会等。1937 年俱乐部新的建筑落

成, 购地及建筑费共约 11 万元, 俱乐部年预算估计 4 万元以上。③

该俱乐部又称“犹太公会”。抗战胜利后不久, 由于天津犹太人对苏

联的依靠, 该俱乐部转属苏联公民协会。

天津的复国主义团体有“阿尔该梅恩复国主义团”(一般复国

主义派)、“新复国主义团”(复国主义清算派)、“犹太妇女复国主义

团”、“约瑟夫·特鲁姆佩道尔犹太青年同盟 (贝塔尔)”等, 他们为

重返巴勒斯坦, 复兴犹太精神、普及希伯莱文学、筹集复国主义运

动资金等积极宣传和活动,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56·

①

②

③ 《国际秘密力の研究》第 6 册所收《最近十年间の在天津犹太人の发展》一文。

《华北«於� Ë 教育宗教®现况 其®一 (天津特别市教育宗教®现况)》, 第 54、57
页。

《犹太百科全书》“天津犹太人”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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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　岛

最早来到青岛的犹太人是随着上世纪末西方人、特别是德国

人的到来而入居的, 所以他们多为德国籍, 身份主要是商人、银行

职员、外交官等, 但基本上属改宗的基督徒。十月革命后, 随着白俄

的大批逃入中国, 有不少来到青岛, 内有百余名俄系犹太人, 后来

他们就在青岛定居下来。加上后来接纳的 21 名德国犹太难民,

1939 年时, 青岛犹太社团由 221 名犹太人组成。抗战胜利后, 非俄

籍犹太人纷纷去了欧美, 据 1946 年 6 月青岛市政府的统计, 这时

只有犹太人 37 户, 141 人。① 而且其中有的已去了上海, 以便在那

里的犹太救助机构帮助下尽快出境; 而俄系犹太人一直到解放前

后才离华, 至 50 年代初, 青岛的犹太人已所剩无几。

20 年代初, 随着犹太人在青岛生活的稳定, 他们开始建立起

青岛犹太人会, 主要是联谊青岛的犹太人, 互相帮助 (特别是经济

方面) , 发展当地的犹太文化, 进行宗教活动。由于青岛的犹太人

以俄系占绝大多数, 他们在入居青岛前多在哈尔滨生活过一段时

间, 且与哈尔滨保持着经济和亲属上的联系, 而哈尔滨又是中国北

方犹太人的宗教、政治和文化中心, 所以青岛的犹太人会一直是接

受哈尔滨犹太社团领导的。

青岛犹太社团派代表参加了第 1 至第 3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

大会。1939 年, 39 岁的医生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托瓦宾

斯基 (无国籍)作为青岛的代表参加了第 3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

会, 并当选为代议员。他在会上宣读了青岛犹太社团业务报告, 报

告称该社团已经过了创建时期, 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还开设了犹

太会馆, 并建有教会堂、俱乐部、拉比住宅等。募集建设费 3. 7 万

元, 内 2 万元为莫休维奇所捐。社团接收的犹太难民 (主要来自德

·66·

① 中国市政协会青岛分会:《青岛指南》(1947 年) ,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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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得到了安排, 生活安定。募捐有: 难民救济金 1230 元, 天津水灾

救济金 1250 元。无息金融会有基金 1340 元, 以便对需要者予以救

济。社团月预算 310 元。欲致力于文化事业, 但书籍缺少, 故希望

其他大社团予以寄赠。① 托瓦宾斯基时任青岛犹太人会副会长, 会

长是美籍犹太人 G. E. 蔡伯尔曼, 他是位拥有百万不动产的老人,

但实权在托瓦宾斯基手中。

这时青岛 221 名犹太人中无国籍的 173 人 (主要为俄系) , 德

国籍 24 人, 英国籍 12 人, 美国籍 7 人, 其他 5 人。其中值得一提的

是开有舞池乐队、可以跳舞的饮食店较多, 有 6 家, 因为青岛为开

放港口, 有英美等国船上人员及来避暑的洋人和中国阔佬的生意,

据说盈利较高。经营贷款业、开理发店、医院诊疗所、事务所的各 2

家, 开西服店及乐器店各 1 家; 其余独立生活的大多靠薪水。②

五、上　海

1992 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培吉主编《上海犹太人》一

书, 对上海犹太人的情况有较全面的描述, 西方这方面的论述则更

多些, 因此, 笔者拟主要依据过去使用较少的日文资料作些补充。

1845 年, 沙逊家族开始在上海经商, 随着商业上的成功, 形

成了居住在上海的出自其羽翼下的几个犹太财阀家族及归于其工

作系统的犹太人。他们多持英国籍, 在文化及经济上已与上海的

法租界及公共租界连为一体, 属塞法迪犹太人, 最多时有约 700

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 上海俄系犹太社团人数达约 4000 人, 加

上约 2 万名犹太难民及其他欧洲犹太人, 上海犹太总人数已达约

3 万人。抗战胜利后, 上海的犹太人纷纷离境, 至上海解放时只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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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满铁小山猛夫:《东亚とÆ   Ä (犹太)问题》, 中央公论社 1941 年版, 第 128 页。此
书有关青岛的记载很可能采自满铁所编《北支 (天津、北京及び青岛)における犹太
人の现势》, 第 84- 85 页。

《第三回极东犹太民团代表大会概观》, 第 1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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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得到了安排, 生活安定。募捐有: 难民救济金 1230 元, 天津水灾

救济金 1250 元。无息金融会有基金 1340 元, 以便对需要者予以救

济。社团月预算 310 元。欲致力于文化事业, 但书籍缺少, 故希望

其他大社团予以寄赠。① 托瓦宾斯基时任青岛犹太人会副会长, 会

长是美籍犹太人 G. E. 蔡伯尔曼, 他是位拥有百万不动产的老人,

但实权在托瓦宾斯基手中。

这时青岛 221 名犹太人中无国籍的 173 人 (主要为俄系) , 德

国籍 24 人, 英国籍 12 人, 美国籍 7 人, 其他 5 人。其中值得一提的

是开有舞池乐队、可以跳舞的饮食店较多, 有 6 家, 因为青岛为开

放港口, 有英美等国船上人员及来避暑的洋人和中国阔佬的生意,

据说盈利较高。经营贷款业、开理发店、医院诊疗所、事务所的各 2

家, 开西服店及乐器店各 1 家; 其余独立生活的大多靠薪水。②

五、上　海

1992 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培吉主编《上海犹太人》一

书, 对上海犹太人的情况有较全面的描述, 西方这方面的论述则更

多些, 因此, 笔者拟主要依据过去使用较少的日文资料作些补充。

1845 年, 沙逊家族开始在上海经商, 随着商业上的成功, 形

成了居住在上海的出自其羽翼下的几个犹太财阀家族及归于其工

作系统的犹太人。他们多持英国籍, 在文化及经济上已与上海的

法租界及公共租界连为一体, 属塞法迪犹太人, 最多时有约 700

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 上海俄系犹太社团人数达约 4000 人, 加

上约 2 万名犹太难民及其他欧洲犹太人, 上海犹太总人数已达约

3 万人。抗战胜利后, 上海的犹太人纷纷离境, 至上海解放时只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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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满铁小山猛夫:《东亚とÆ   Ä (犹太)问题》, 中央公论社 1941 年版, 第 128 页。此
书有关青岛的记载很可能采自满铁所编《北支 (天津、北京及び青岛)における犹太
人の现势》, 第 84- 85 页。

《第三回极东犹太民团代表大会概观》, 第 12、3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