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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斯大林在其统治的不同时期对苏联境内犹太民族实行不同的政策 ———同化、压

制、利用、消灭。这些政策的实施 ,客观上加强了苏联犹太人的民族意识 ,但伤害了犹太人的

民族感情 ,使他们对苏维埃政府失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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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建立之初 ,以列宁为首的领导层对少

数民族包括犹太人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自决

原则。30 年代初 ,斯大林以民族自决与工业

化、集体化路线相悖为由取消了这一原则。由

于犹太民族在俄国历史上遭遇的特殊性 ,斯大

林时期苏联对犹政策较之其它民族又具有独特

性 ,大致经历了同化、压制、利用、消灭几个不同

阶段。本文就斯大林时期苏联对犹太人的政策

进行探讨。

一、同化政策

从 1925 年斯大林执政到 1939 年苏德“互

不侵犯”协定签署之前 ,斯大林对犹太民族采用

拉拢手段 ,实质上是以同化为主要目标 ,使其有

利于苏联的一体化建设。斯大林执政初期 ,一

反先前之姿态 ,声称“应该用 75 %的注意力去

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用 25 %的注意力去反对地

方民族主义”[1 ] 。当时苏联党政机关中许多要

员是犹太人。其中有斯大林的反对派托洛茨

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 ,也有斯大林的忠

实“大臣”卡冈诺维奇 ,李维诺夫 ,迈赫利斯等。

斯大林的秘书室里也有两个犹太人。据苏联官

方统计 ,在当时的中央委员会里 ,犹太人约占

25 %[2 ] ;俄罗斯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津斯基也

说 :“斯大林当然不喜欢犹太人 ,但是他从来不

简单地以个人的好恶行事。”[3 ]

30 年代初 ,斯大林开始推行集体化、工业

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中 ,他非常需要一个具有

强大凝聚力的苏维埃民族。他要采取措施使每

一个民族为苏联的集体化、工业化运动尽职尽

责。这一时期苏联犹太人的经历集中体现了这

一政策的实质。

德国借《复国长老议定书》攻击新生的苏维

埃政府是“犹太人的政府”,共产国际是“犹太人

征服世界的机构”,来煽动国际反苏情绪。[4 ]《复

国长老议定书》被传到许多国家 ,从而使得反犹

主义带有世界普遍性。斯大林正是利用了这一

形势来拉拢苏联犹太人的。另一方面 ,斯大林

也要安排由于旧式经济的破坏而失业的大批犹

太人。苏联政府于 1928 年 3 月宣布远东的比

罗比詹应成为“犹太人自治区”,1934 年 5 月 ,又

宣布此地为“犹太自治州”。1931 年 ,斯大林接

受美国犹太建信社记者采访时称 :反犹运动是

与苏维埃制度完全敌对的现象。[2 ] 直到苏德签

订《秘密协定》前 ,斯大林对其境内犹太人的这

一政策上并无大的变动。

犹太人原有的一些经济活动和宗教习俗在

这一过程中遭到破坏 ,“乡村里贫穷的犹太人

———神职人员、小商人和工匠被斥为‘多余的

人’”[4 ] 。一切独立的犹太人政党、出版、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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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机构都被取缔。犹太人赖以生存的传统经

济也被破坏了。到 1939 年 ,苏联犹太人 71 %

是国营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工人和职员 ,仅有

16 %是手艺人 ,6 %是农民。[2 ]

尽管苏联在 20 世纪 20 —30 年代出台的一

系列政策对其境内犹太人存在不利的方面 ,但

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政府的反犹 ,而是促使其快

速同化。这一政策有利于苏维埃政府的工农业

发展 ,为二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犹

太民族在集体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很快地适应

了形势的要求。1939 年 ,苏联犹太人都市化程

度达 87 % ,他们大多从事技术劳动。同化政策

在客观上给了犹太人一次发展和锻炼的机会 ,

使他们成为苏联“职业最先进的民族”。

二、利用政策

从 1939 年 8 月“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签定

到 1941 年 6 月德国入侵苏联 ,苏联政府短暂地

对其境内的犹太人实施了压制政策。斯大林与

希特勒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协定》使苏联犹太

人成为牺牲品。早在斯大林与希特勒媾和的初

期 ,当时党内领导人的更替已经体现出对犹太

人的压制政策 :苏联驻柏林大使犹太人雅可夫·

苏里茨被召回 ,而换上了俄罗斯人梅列卡洛夫。

李维诺夫于 1939 年 3 月 5 日被撤换 ,米·莫·卡

冈洛维奇被免除了部长职务 ,别的犹太族官员

也被悄悄地从显著的职位上排除掉了。反犹主

义思潮在苏联逐渐泛滥 ,德国的入侵就使斯大

林中断了压制政策。

德国进攻苏联后 ,苏联政府对犹太人又转

而采取了利用政策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48

年底。这种利用政策与先前的同化政策有本质

上的区别 ,而与苏联战后的外交政策密切相联。

这一时期 ,斯大林已开始强制其它非俄罗斯民

族进行迁移 ,以防止他们与敌人联合 ,而惟独对

犹太人优厚有加 ,打出了亲犹招牌以吸引国际

上犹太人和同情犹太人的势力的援助。被撤职

的李维诺夫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苏联政府在

1942 年 2 月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当时苏联的许多著名的文艺工作者都参加了这

一委员会。“他们当时的任务是去美国向富有

的犹太人讨钱 ,但更主要的是制造舆论 ,尽早开

辟第二战场”[3 ] ,以减轻苏联的压力。这一系列

的活动使苏联赢得了美国的物质帮助。“犹太

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战时的所作所为为苏联

扭转战局、击败纳粹起了重要作用。

战时 ,苏联有许多犹太人参加了反对纳粹

的战争。“在该国未被占领地区的 200 多万犹

太人中 ,大约有 50 万人在部队服役。其中 ,在

战场上阵亡的犹太人大概将近 20 万。100 多名

犹太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这种最高军事嘉

奖。从民族来看 , 他们的受奖人数占第四

位。”[5 ]但是“按居民数的百分比来算 ,犹太人则

占第一位”[6 ] 。这一事实说明苏联犹太人将国

家的存亡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融为一体。

战后初期 ,斯大林仍想借犹太民族运动将

英国势力赶出巴勒斯坦。因此 ,他支持以色列

的建立。1947 年 11 月 29 日 ,苏联加入了联合

国并支持分割巴勒斯坦的决定。当时犹太人仍

对苏联政府充满信任。尽管犹太人努力地融入

苏联的“主流”社会 ,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另外

一种命运。

三、消灭政策

从 1948 年底直到 1953 年斯大林去世 ,苏

联政府对犹太人实行了更为残忍的消灭政策。

伴随着美国出台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

世界进入冷战时期。而苏联抓住中东、抓住以

色列的梦想也被打破了。以色列已经倒向了西

方阵营。而苏联国内的犹太人仍然支持以色

列。这是斯大林所不允许的。他害怕内外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互勾结 ,将苏联国土也划

出一部分建立犹太人的国家。斯大林开始彻底

地反对苏联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运动。

这场反犹运动的主要事件是审判苏联犹太

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苏联政府当时

指控这个委员会同美国一起准备在克里米亚建

立起犹太人前哨阵地。斯大林对犹策略也就由

此变为消灭政策。“反世界主义者”一开始 ,就

有数千人被囚禁或死在集中营里。这一运动很

快发展到各学科领域 ,“大学里的青年人把一种

像猎人急切想打到猎物的心情注入到这场象大

屠杀的运动中”[7 ] 。许多犹太族作家、文学家、

演员以“为外国服务和企图使克里米亚的犹太

人脱离苏联”的叛国罪名于 1952 年被枪决。

1950 年 8 月的“斯大林汽车制造厂”案件中 ,一

批医生、工作人员 (大多为犹太人) 被捕并于

1950 年 11 月被枪决。1952 年 ,苏联在布拉格

也进行了同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许多被告

“被吊死在屠户用的肉钩上 ,享受的是希特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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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人犯的绞刑”[8 ] 。反犹运动到 1953 年初已达

到全民性的高潮。1953 年 1 月的“克里姆林宫

医生阴谋案”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专家从医疗机

构、研究所、医院及高等院校中被赶走。到斯大

林去世时 ,“甚至在党的区委书记中 ,恐怕也很

难找到一个犹太人”[9 ] 。

对于斯大林为何要大规模的屠杀犹太人 ,

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拉津斯基认为斯大林

想发动一场使世界苏维埃化的第三次世界大

战 ,而以犹太人做靶子来激怒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社会。[3 ]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二战刚结束 ,

苏联国内人才匮乏 ,军事上落后于西方。斯大

林非常清楚地看到 ,他所面对的敌人无论从各

方面来看 ,都要比他强大。所以这种以反犹为

借口发动战争的观点并不可取。另有一些学者

认为斯大林搞这一场反犹运动是想将犹太人问

题“最终解决”。但斯大林至始至终没有像希特

勒那样明目张胆地提出对所有犹太人施刑的口

号 ,而是讨伐那些“复国主义者”。笔者认为 ,二

战后 ,斯大林的地位看似牢固 ,实则暗藏威胁。

斯大林反犹政策的背景是复杂的 ,与其老年的

多疑、固执与狡诈的个人心理因素有一定联系 ,

也与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斯大林要建

立一个“顺民”的国家 ,而犹太人在全球分布的

广泛性的特点与他们自身具备的强烈生存意识

也刺激了斯大林的怀疑心理。

虽然同化政策加速了苏维埃工农业的发

展 ,给犹太民族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却在很大

程度上伤害了犹太人的感情 ,也违背了民族团

结、民族融合的原则 ;战争时期的对犹政策曾使

犹太民族感到苏联仍是他们的保护所 ,但这一

政策在战后却迅速转变为反犹政策 ,其最严重

的后果是使犹太人产生一种离心的倾向 ,也在

一定程度上埋下了苏联解体的种子。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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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SR’ s Policies to the Jewish at Stalin2times
GAO Mai2ai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 Jiangsu Huaian 223001 , China)

Abstract : At each of Stalin ruling periods , USSR had some particular policies to the Jewish in domestic areas such as assimilating , sup2
pressing , capitalizing and killing. Objectively speaking , these policies strengthene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Jewish inland , howev2
er , hurt their national affection and lost their confidence to USSR government.

Key words : Stalin2times ; the Jewish ; assimilate ; suppress ; capitalize ; kill

责任编辑 :仇海燕

383

2003. 3 第 25 卷 哲学社会科学版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