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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迁中命运沉浮的苏联犹太人

──评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
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

毛 远 臻
(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9 )

　　摘 　要 : 　1939 年 9 月德军入侵波兰 ,英法对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苏联
于 10 月吞并波兰东部。1940 年波罗的海三国也被苏联合并。苏联新并入的地区大约有 200

万犹太人。在这些新的地区 ,苏联政府推行了“苏维埃化”政策 ,进行改造。1941 年 6 月德军
入侵苏联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苏联建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苏联政府接纳甚至鼓励了
一定的苏联犹太文化自治。战后 ,鉴于形势的改变 ,苏联政府逐步调整了对境内犹太人的政
策 ,掀起了一场排犹运动。以此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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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国家决策机构政治局的 7 名委员中 ,有 4 名委员是犹太人 ,他们是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维尔

德洛夫。见参考文献[2 ] (p. 213)

　　俄国反犹的历史比较久远。在沙皇俄国时

期 ,沙皇政府对其境内的犹太人实施限制和迫害

的政策。苏维埃政权建立后 ,强调各民族权利的

平等 ,严禁反犹主义 ,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同时 ,

对境内犹太人的政治组织、宗教、文化、教育诸方

面进行严格的限制。当二战爆发后 ,面对法西斯

的入侵 ,苏联政府对境内的犹太人采取了什么样

的政策呢 ? 战后 ,当冷战日益临近 ,在国际形势急

剧变化的情况下 ,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

进行了怎样的调整呢 ? 在下文中将探讨这两个问

题。因此 , 本文主要研究二战时和战后初期

(1939 —1953 年)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 ,

并对其政策产生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战争年代的“黄金岁月”:

苏联政府的“解禁”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 ,苏维埃政权发布了

《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强调各民族的权利平

等和民族自决的自由权。政权初期苏俄犹太人的

状况大为改善 ,反犹主义被宣布为非法 ,并受到严

厉的惩罚。[1 ] (p. 174)一些犹太人还担任了党和国

家的领导人①。但是苏维埃政府在政治上和宗教

上对犹太人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政策。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随着托洛茨基集团的清除和斯大林大

规模的肃反运动的开始 ,大批的犹太人从党和政

府中被清除掉 ,很多有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以“反

革命”和“间谍”等罪名遭到判刑和处决。[ 3 ] (p.

540) 、[4 ]但总的来说 ,在苏维埃政权的前 20 年左

右的时间里 ,同沙俄时代的境况相比 ,犹太人在就

业、教育、文化诸方面都有改善。

1939 年 8 月 24 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签订后 ,苏联政府对于德国迫害犹太人的野

蛮行径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并压制国内反纳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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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的舆论报道①。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

大战在欧洲爆发。10 月苏联吞并波兰东部。1940

年苏联合并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

亚和北布科维纳。上述苏联新并入的地区大约有

200 万犹太人。1939 年苏联境内大约有 300 多万

犹太人 ,现在猛增到 500 万左右。[5 ] (p. 333) 在这

些新的地区 ,苏联政府推行了“苏维埃化”政策 ,进

行改造。[6 ] (p. 251)经过改造 ,新合并地区的犹太

人可以上大学和自由谋业 ,过去传统的犹太文化

被非宗教的共产主义 —犹太文化所代替。

1941 年 6 月 22 日 ,德军入侵苏联 ,揭开了苏

联各族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的序

幕。在战争初期 ,大量的苏联犹太人从苏联西部

被苏联政府疏散到相对安全的后方。估计大约有

150 万人被疏散到乌拉尔河地区和中亚地区。[1 ]

(p. 189) 、[5 ] (p. 402)到 1941 年 10 月 ,苏联西部绝大

多数地区被德军占领 ,纳粹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

针对犹太人 (当然也包括苏联其他的民族)的大屠

杀。在战争的头 5 个月里 ,大约有 50 万犹太人被

杀害。[5 ] (p. 401)

德国法西斯的入侵 ,把苏联各个民族置于生

死存亡的境地。这不仅促使苏联同英美等国结成

联盟 ,还使得苏联国内各民族人民空前的团结。

这对苏联犹太人来说影响是巨大的。德国法西斯

是最为凶残、最为野蛮的反犹主义者 ,其暴行激起

了苏联犹太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他们

全身心地支持苏联 ,寄希望于苏联早日取得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 ,以脱离这场犹太人的浩劫。德

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后 ,为了争取国内和国外的力

量支援反法西斯战争 ,苏联建立了一系列的反法

西斯委员会。1942 年苏联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

斯委员会 (以下简称犹委会) ②。

1941 年 8 月 24 日在苏联举行的犹太人民代

表的大会上 ,苏联著名犹太人演员米霍埃尔斯、苏

联著名犹太人作家爱伦堡等人在发言中 ,一致呼

吁全世界的犹太人团结起来同法西斯斗争和支援

苏联进行卫国战争。[7 ] (上册) (pp. 5～21)这个呼吁

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美国建立了以爱因斯坦为首

的帮助战争中的俄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巴勒斯坦

建立了社会委员会 ,以支持苏联反法西斯战争。
[3 ] (p. 345)

1942 年 ,苏联决定成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

会 ,附属于苏联情报局。苏联情报局副局长、外交

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所·洛佐夫斯基 (是犹太

人)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负责。犹太

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并不是用来处理苏联国内事务

的犹太人机构 ,而是苏联对外宣传的组织。其主

要目的是进行反法西斯的宣传和组织国外的犹太

人支援苏联。[7 ] (上册) (pp. 34～35) 苏联著名的犹

太人演员米霍埃尔斯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

1942 年 5 月 24 日举行了第二次犹太人反法西斯

大会。会上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拿起武器同法西

斯战斗和为苏军捐资购买 1000 辆坦克和 500 架

飞机。[7 ] (上册) (pp. 44～48) 1942 年 6 月在古比雪

夫出版依地绪语旬刊《团结报》。在 1943 年出版

依地绪语作品的出版社“德尔埃梅斯”开始工作。

有人估计在整个战争期间 ,大约有 10 万本依地绪

语书籍和小册子出版 ,这超过了战前时期 (1917 —

1941 年)所有依地绪语书籍的数量③。犹委会还

开办了对美国和英国的犹太人的依地绪语广播。

1943 年底 ,犹委会成员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被派

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进行宣传活动 ,其

主要目的是向国外的犹太人对苏联进行正面的宣

传和争取他们对苏联的支援。[ 7 ] (上册) (pp. 68～

69) 、[8 ] (pp. 236～237) 这次出访被看成是恢复苏联

犹太人和世界犹太人之间联系的第一步 ,这种联

系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完全中断。在访问途中 ,米

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还会见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

织主席魏茨曼等许多国外犹太人的领导④。1944

年 11 月在纽约召开了由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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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除此之外 ,据费费尔估计 ,这次出访大概募集到 200 至 300 万美元捐款。见参考文献[5 ] (p . 387) 、[6 ] (p . 262)

在 1943 年“德尔埃梅斯”共出版了 56 本依地绪语书籍和小册子 ,有很多的版本超过了 10000 册。见参考文献[5 ] (p . 385)

最早提出成立“犹太人反希特勒 (即后来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人 ,是两位来自波兰的革命者———亨·埃利希和维·阿尔特。在
1941 年 10 月 ,他们先后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斯大林提出建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的建议。参见《埃利希和阿尔特就建立犹
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信》(1941 年 10 月) 和《埃利希和阿尔特就建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致斯大林的信》
(1941 年 10 月) ,引自参考文献[7 ] (上册) (pp . 24～26)然而 1941 年 12 月两人被苏联逮捕。逮捕他们是遵照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理由是苏
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收到有关他们同德国人的联系的材料 (这显然是一个借口而已) 。见《茹科夫关于逮捕埃利希和埃尔特的报告》(1943
年 2 月) ,引自参考文献[7 ] (上册) (p . 54)后来埃利希在狱中自杀身亡 ,阿尔特则被苏联处决。

需要说明一下 ,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大约两年中 ,苏联当局禁止媒体报道纳粹的反犹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在波兰大屠
杀的情况 ,致使大量的苏联犹太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德国法西斯对它们构成的巨大危险。如果对纳粹暴行的报道比较充分的话 ,有可能
会有更多的苏联犹太人逃离屠杀。在这一点上 ,苏联当局负有一定的责任。见参考文献[5 ] (pp . 331～332)



领导人召集的世界犹太人代表会议。经苏联政府

同意后 ,犹委会主席米霍埃尔斯率领苏联犹太人

代表团参加会议。

在战争中犹委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法西斯宣

传 ,向全世界揭露法西斯惨无人道的暴行 ;颂扬苏

联红军和苏联人民英勇抗敌英雄业绩 ;还呼吁全

世界的犹太人支援苏联 ,使得战时大量食品、药

物、衣物、钱财无私地援助给苏联人民和苏联红

军。事实证明 ,犹委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苏联取

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战

后 ,苏联政府对于犹委会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肯

定 ,认为战争期间 ,犹委会在促进动员外国犹太人

居民参加同德国法西斯斗争的工作中发挥了“众

所周知的积极作用”。[7 ] (上册) (pp. 169～170)

苏联犹太人在对德国法西斯的直接作战中 ,

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战时大约有 50 万苏联犹

太人参军 ,在战场上牺牲的人数约有 16 万至 20

万。还有不少苏联犹太人参加游击队同纳粹英勇

地战斗①。

德军的入侵 ,促使苏联各族人民空前的团结。

苏联为了团结一切有利的力量战胜德国法西斯 ,

对内和对外政策都作了重大的调整。首先 ,意义

最为重大的是建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犹

委会的建立 ,被称为苏联“内部政策的轰动性的逆

转”。[5 ] (p. 380)因为这之前 ,苏联政府解散了各地

的犹太人组织 ,甚至成立于 1918 年的苏共犹太局

也于 1930 年被撤销。战争的爆发 ,针对犹太人的

很多限制被束之高阁 ,而犹委会以其积极的活动 ,

又为犹太文化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战前 ,

依地绪语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尤其是 20 世

纪 30 年代末期 ,许多依地绪语刊物不是遭到关

闭 ,就是无法办下去。[3 ] (p. 663)二战时 ,犹委会开

办依地绪语报刊和广播、一大批依地绪语书籍的

出版 ,依地绪语开始活跃起来 ,这促使了苏联犹太

文化一定的复兴。可以说 ,苏联政府接纳了甚至

鼓励了一定的苏联犹太文化自治。其次 ,在对外

交往中 ,苏联政府允许甚至支持犹委会到国外访

问和参加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扩大了境内的犹

太人对外联系。这也是苏联政府政策的重要转

变。战前 ,苏联一直谴责世界犹太复国主义是资

产阶级民族主义 ,斥责犹太复国主义者为反动的

民族主义者。在国内严厉禁止犹太复国主义。为

了争取舆论支持和物质援助 ,苏联政府改变了对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 ,允许境内的犹太人同

国外犹太人进行一定的交往。第三 ,对苏联犹太

人的宗教限制也减少了许多。在战时出版的苏联

依地绪语的书籍中没有一部反宗教的作品。[ 5 ]

(p. 385)第四 ,由于战争的需要 ,苏联的军队向各族

人民敞开了大门 ,大批的苏联犹太人参加红军和

游击队。他们很多人英勇作战 ,因军功受到苏联

政府的奖励 ,赢得了民族尊严 ,提高了自己的身份

和地位。

总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政府废除了

针对犹太人很多的限制 ,解除了不少的禁忌 ,使得

境内的犹太人获得了自苏维埃政权以来最为宽松

的环境。同时也应看到 ,苏联政府是迫于战争的

严峻形势而调整政策的 ,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权

宜之计。随着战争的结束 ,这种政策是否能够延

续下去 ,还是一个未知数。

二、和平年代的“黑暗岁月”:

排犹运动的爆发

　　战后苏联境内约有 250 多万犹太人 ,仅次于

美国 (约有 500 多万犹太人) ,[ 1 ] (p. 191)居于世界

第二位。战后初期苏联犹太人的生活还是比较平

静的。例如有六座犹太人剧院仍存在着。犹委会

还是照常工作 ,仍出版着报纸。但是这种平静似

乎隐藏着某种不祥之兆。众所周知 ,二战中犹太

人惨遭浩劫。但在苏联 ,犹太人的牺牲经常被转

述为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的牺牲②。

战后来自苏联政府对犹委会的批评不断。纷

纷指责犹委会越来越多地具有犹太复国主义 —民

族主义的性质 ,非难犹委会机关报《团结报》和犹

太文学具有民族主义和宗教 —神秘主义的倾向。

有的提出要改进犹委会的工作 ,有的甚至建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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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45 —1963 年间苏联官方的出版物中竟没有一本书籍提及犹太人是战争的受害者。纪念碑上的受害者只注明是“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竟没有注明犹太人的字样。对于苏联军队和游击队中的犹太籍官兵 ,只是很少人提及甚至无人提及。见参考文献[ 1 ] (p .
191) 、[6 ] (pp . 259～260)

在苏联的军队中不少于 200 名苏联犹太人将军 ,约有 6 万名犹太战士被授予勋章 ,约有 145 名犹太军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
大约 2 万名苏联犹太人游击队员在苏联西部的德战区同纳粹战斗 ,在杀敌和破坏敌人的物资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参考文献[ 1 ] (p .
190)



散犹委会。[7 ] (上册) (pp. 147～149) 1947 年 7 月联

共 (布)中央以犹委会在战后时期已不能胜任战时

所担负的任务 ,指责犹委会擅自担负起并不属于

自己的职能 ,决定对其改组。[ 7 ] (上册) (pp. 180～

181)

在对外政策上 ,苏联政府支持以色列建国。

苏联政府虽然在国内禁止犹太复国主义 ,但是赞

成巴以分治 ,支持以色列建国。其主要目的就是

为了同英美争夺巴勒斯坦这个战略重地 ,向中东

地区渗透苏联势力①。1948 年 9 月以色列驻苏联

公使戈尔达·梅厄到达莫斯科。11 月她前往莫斯

科的犹太教堂 ,大约有 5 万之多空前庞大的苏联

犹太人群众聚集在那里欢迎以色列代表团。[ 5 ]

(pp. 447～448) 、[ 11 ] (p. 620)可见苏联犹太人对以色

列建国的反应是如此的强烈 ,不能不引起苏联政

府的担心和疑虑 ,招致了苏联政府对苏联犹太人

是否忠心的怀疑。

从 1948 年开始 ,苏联犹太人的生活逐渐不平

静起来。很多西方的历史著作把 1948 年至 1953

年 (即到斯大林逝世) 称为苏联犹太人的“黑暗岁

月”。

1948 年 2 月 ,犹委会主席米霍埃尔斯在明斯

克被暗杀②。他的死似乎预示着犹委会的命运。

1948 年 11 月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以“犹委会乃是

反苏宣传中心 ,并且不断地向国外情报机关提供

情报”为由 ,决定解散犹委会。[ 7 ] (上册) (p. 197)

1948 年底 ,犹委会被解散 ,其机关报《团结报》被

停刊 ,出版社被关闭。随后 ,犹委会的领导人和主

要成员被逮捕③。依地绪语杂志 Heymland 被停

办 ,莫斯科依地绪语剧院的主要成员被逮捕。苏

联作家协会的犹太部被取消。在 1948 年冬天至

1949 年 ,大部分主要的苏联犹太作家和知识分子

被逮捕。除此之外 ,开始严格限制依地绪语教育

和书籍。依地绪语学校被关闭 ,书店中的依地绪

语书籍被清除掉。[1 ] (p. 194)

1949 年苏联展开了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

这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瞄准了苏联的犹太人。随着

运动的开展 ,人们开始怀疑苏联犹太人对苏联是

否忠诚。那些“世界主义”犹太人被指控为试图破

坏俄罗斯人民对祖国的忠心。在报纸上抨击“无

根的世界主义知识分子”。据估计 60 %的知识分

子被指责为犹太人。还进行所谓的“假名揭发”,

即揭发出“世界主义作家”的原犹太姓名。[ 1 ] (p.

194)

1952 年 8 月 ,24 名重要的依地绪语作家被枪

毙。1952 年 11 月在布拉格发生了“斯兰斯基案

件”。捷共总书记犹太人斯兰斯基和其他 13 名捷

克斯洛伐克领导人 (11 名是犹太人) 以参与“锡安

主义”(即世界犹太复国主义) 间谍活动和与美国

情报机构勾结为名被枪决。随后在捷克斯洛伐克

的舆论中出现了反锡安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激烈

言论。[5 ] (pp. 517～518)在“斯兰斯基案件”两天之

后 ,苏联发生了反对犹太人“骗子和盗用公款者”

的浪潮。在报纸上登载了侵占国家各种生活物资

的著有醒目的犹太人姓名的“犯罪分子”。大量的

犹太人从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以及工矿业部门被

撤换。[5 ] (pp. 529～533) 1948 年至 1953 年间 ,有 63

名犹太将军和 111 名上校退休 ,到 1953 年在苏联

高级别军官中没有一位犹太人。在最高苏维埃成

员中犹太人也少得可怜。[ 5 ] (p. 531) 1953 年新版

的 24 卷《苏联大百科全书》里面只有 4 篇专栏文

章介绍犹太人。相反 ,1932 年版则至少有 130 多

篇文章来介绍犹太人的历史、宗教、文学等。[ 6 ]

(p. 275)

1953年 1 月苏联发生了“医生案件”。1953

年 1 月 13 日 ,《真理报》公布了一起惊人的消息 :

苏联内务部破获了克里姆林宫一个阴谋团体。克

里姆林宫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季马舒克密报 ,宣称

克里姆林宫有多名有名的医生“企图通过有害的

治疗来缩短苏联积极活动家的性命”,并说他们已

杀害了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 ,并打算暗害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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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952 年 7 月 ,苏联最高法院成立了军事审判庭 ,对犹委会的领导人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等 15 人进行了秘密审判 ,认为“犹委会已
经变成了一个间谍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以参加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和向美国提供情报等理由判处 13 人死刑 ,一人被流放 ,一人死
于狱中。犹委会的悲惨命运终于画上了句号。参见《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洛佐夫斯基等人的判决书》(1952 年 7 月 18 日) ,见参考文献
[7 ] (上册) (pp . 855～869)

这是苏联安全局精心策划的 ,而苏联官方则宣布米霍埃尔斯死于车祸 (过了几年 ,在“医生案件”中 ,米霍埃尔斯被说成是反苏的
犹太民族主义中心的领导人) 。见《贝利亚就米霍埃尔斯被害问题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3 年 4 月 2 日) ,见参考文献[ 7 ] (上册)
(pp . 198～201)

1947 年 5 月 ,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表示完全的支持。1947 年 11 月 29 日在
联大分治决议的表决时 ,苏联等东欧的 8 个国家投了赞成票。苏联还批准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宣
布独立。苏联迅速于 5 月 17 日予以承认 ,是继美国和危地马拉之后第三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见参考文献[9 ]、[10 ] (p . 454)



高级将领。因此她被斯大林亲自授予列宁勋章。

这 9 名医生中有 6 名是犹太人。公告指出这些医

生同“国际犹太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

“乔因特”(即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 ,实际上是由美

国知识分子建立的、用来给其他国家犹太人提供

物质帮助的组织) 相勾结 ,从事反苏活动。[ 5 ] (p.

541)这份诽谤性的公告在全国引起了声势浩大的

排犹运动。不仅从医疗机构、研究所、医院 ,而且

作为“预防措施”还从其他许多科学研究院和高等

院校中赶走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专家。许多教研

室、医院、实验室都减少了近半数的人员。从出版

社的选题计划中删掉了许多犹太人作者所写的

书。甚至由被捕的医生研制出的药品也遭到了禁

止 ,虽然这些药品早已得到了公认。[12 ] (p. 848)报

纸、杂志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鳄鱼》杂志

发表了公开反对犹太人的小品文 ,《星火》杂志题

为《警惕、再警惕》的社论中 ,历数了被捕医生的犹

太姓名 ,称他们是“人类中的恶棍”。《真理报》刊

登了“关于在各个城市中逮捕间谍”的报道 ,其中

列了一长串犹太人的姓名。[11 ] (p. 654)

有很多非犹太苏联居民高度警惕和猜疑周围

的犹太人 ,甚至对犹太人进行殴打。有的犹太人

害怕出门外行。这时 ,传出谣言说 ,苏联犹太人将

被从大城市中赶出来 ,驱逐到西伯利亚。这在苏

联的犹太居民中引起了极度恐慌。苏联的排犹运

动遭到了西方强烈的谴责。为此 ,苏联官方决定

准备一个宣传活动 ,以犹太人代表的名义起草了

一封集体签名的信。申明在苏联这个工人和农民

的国家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排犹运动。[11 ] (p.

656)据说 ,当时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领导人弗·若·

居里和保罗·罗伯逊就苏联的排犹事件乘飞机来

会见斯大林 ,但是斯大林拒绝会见这两位社会活

动家。[12 ] (p. 848)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1953 年 4 月 4

日 ,苏联政府撤消了对“医生案件”中受牵连医生

的所有指控 (有两名医生已死在狱中) 。

三、“由热到冷”的由来和影响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到斯大林逝世这段

历史时期 ,苏联犹太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这无疑同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态度的变化和政

策的调整紧密相关。二战中 ,面对德国法西斯惨

无人道的大屠杀 ,苏联犹太人积极参加反法西斯

的战争 ,这个过程中大大地激发了苏联犹太人的

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 ,而这种民族意识增强的势

头在战后似乎没有停下来。这不可避免引起了苏

联政府的警觉甚至是忧虑。战后初期 ,这主要表

现在苏联政府同犹委会的分歧和矛盾中。于是出

现了犹委会被解散 ,其主要成员被捕的命运。随

后 ,苏联政府又逮捕了一批重要的犹太知识分子。

这一时期 ,苏联政府主要的措施集中于遏制和严

格限制苏联犹太人的文化上。随着“反世界主义”

运动的展开和“医生案件”的出现 ,对苏联犹太人

的严厉限制和排挤 ,从开始的文化上扩展到政治

层面 ,又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从开始的

限制犹太人的政策发展到全国上下的大规模的排

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 ,具有了浓厚的官方和群

众性的反犹主义色彩。这同苏联政府严厉打击反

犹主义和坚持民族同化的政策背道而驰。出现这

种局面 ,有较为深刻的原因。

首先 ,从苏联犹太人来说 ,二战是苏联犹太人

的一场浩劫 ,又是一次促进民族发展的契机。德

国法西斯的大屠杀 ,激起了苏联犹太人的民族感

情。战时苏联政府放宽了对犹太人诸多的限制 ,

接受甚至鼓励了苏联犹太文化一定的自治 ,促进

了苏联犹太文化一定程度的复兴。犹委会的成

立 ,使得苏联犹太人能够同国外的犹太人进行一

定的接触和交往。这一切都大大地增强了苏联犹

太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作为苏联犹太人

的代言人的犹委会 ,由于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苏联

政府对其的支持 ,以及苏联犹太人民族意识的增

强 ,促使了犹委会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表达本

民族的心声和维护本民族的利益。然而 ,这就同

苏联政府的既定政策发生了冲突和矛盾。苏联政

府决定成立犹委会 ,主要目的是要求其对外进行

反法西斯的宣传和组织国外的犹太人支援苏联 ,

而没有赋予它任何的对内职能。如果说战时犹委

会对国内事务的干预 ,苏联政府能够容忍的话。

而战后 ,随着形势的变化 ,苏联政府却越来越难以

容忍。例如犹委会就国外援救犹太人物资分配问

题、关于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共和国、关于犹太

人移居比罗比詹等其他问题向苏联政府提出建议

和发表看法。这显然超越了苏联政府赋予犹委会

的职能 ,引起苏联政府中的一些部门和领导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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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不满。[7 ] (pp. 160～182)

1948 年 11 月以色列驻苏公使梅厄夫人前往

莫斯科犹太教堂 ,约有 5 万多空前庞大的苏联犹

太人群众聚集在那里欢迎以色列代表团。这种似

乎“过急、过热”的反应 ,被当作一种强烈的“民族

情绪”,不会不引起苏联政府的警惕和担心。另

外 ,在战后苏联政府一直严禁犹太人向外移民。

而驻苏的以色列公使馆对外宣传时 ,有希望苏联

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倾向 ,并且还批准了一位苏

联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的申请。这引起了苏联政

府的不满。1949 年 2 月 8 日 ,苏联外交部代表佐

林就此事召见以色列公使梅厄夫人 ,以“以色列公

使馆的做法不合法和不符合外交使团身份”提出

强烈抗议。[5 ] (pp. 484～485)

其次 ,由于战争的结束 ,苏联政府的对内对外

政策有必要进行调整。犹委会对国内事务的干

预 ,苏联犹太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种种“民族主义

情绪”,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的“过激”反应 ,

引起了苏联政府的疑虑 ———苏联犹太人是忠诚于

苏联、还是忠诚于以色列呢 ? 这一切使得苏联政

府认为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不断地膨

胀 ,必须对其降温。于是出现了解散犹委会、逮捕

苏联犹太人知识分子那一幕。另外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冷战日益临近 ,苏联同西方国

家的关系逐渐恶化。由于朝鲜战争中以色列站在

美国一边 ,推行亲美的政策 ,以及在苏联犹太人移

居以色列等问题上存在矛盾 ,苏以关系也逐渐疏

远。冷战的临近 ,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骤然变冷 ,造

成苏联全国上下紧张的气氛 ,使得苏联加强了对

国内的控制 ,十分不理智地对待国内人的对外交

往和联系。在当时的苏联 ,人们可能用一种冷战

的思维进行简单的推理 ———西方是苏联的敌人 ,

那么同西方有联系的个人和团体则被怀疑是卖国

贼和间谍分子。苏联犹太人不就是同美英、亲美

的以色列有着紧密的联系吗 ? 在爱国主义的驱使

下 ,人们普遍开始不信任苏联犹太人 ,甚至憎恨和

仇视犹太人。有很多的犹太人被政府怀疑成间

谍 ,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遭到逮捕。

第三 ,在苏联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犹传统和

战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势力的抬头。众所周知 ,

在沙俄 ,反犹的历史久远 ,并形成了官方的反犹主

义。虽然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严厉打击反犹主义 ,

但是反犹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 ,大俄罗斯

沙文主义的势力得到了发展。俄罗斯民族作为苏

联的主要民族 ,在苏联政治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和

决定性的作用 ,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过分地宣

传和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主导作用 ,势必滋长大俄

罗斯沙文主义 ,也将破坏各民族间的平等、尊重、

互助的民族关系。1945 年 5 月 24 日 ,斯大林在招

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多次举杯祝贺和感谢俄罗斯

民族在卫国战争中的功绩 ,说“俄罗斯是苏联各民

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

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

史性胜利的领导力量”,[13 ] (pp. 428～429)而对于其

他民族的贡献和牺牲却只字不提。俄罗斯人民向

来被称为“领导的人民”、“在各平等的民族中的第

一个民族”、“老大哥”,等等。这种过分强调俄罗

斯族的作用和地位的做法 ,导致忽视少数民族的

作用 ,歧视、不公平地对待少数民族。对于少数民

族维护本民族利益的要求 ,不作具体地分析 ,动辄

以“民族主义”进行粗暴和严厉的打击 ,尤其体现

在战后苏联政府处理境内犹太人的做法上。

最后 ,由于战争的缘故 ,在战时需要团结一切

力量进行抗战 ,而战后初期为了恢复经济进行国

家建设 ,苏联犹太人本身普遍拥有相当高的文化

程度 ,于是大批的犹太人受到重用 ,参加到国家的

很多部门中 ,尤其是文化教育、科研机构中 ,而这

又会引起主体民族的嫉恨和不满。于是在 20 世

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 ,一场混杂着强烈的反

犹情绪、冲动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大俄罗斯民族

主义的排犹运动在苏联应运而生。

从 1948 年至 1953 年这段历史时期 ,苏联对

境内犹太人的政策产生了较多的负面效应和较为

深远的影响。

首先 ,背离了苏联政府一贯坚持的严厉打击

反犹主义和坚持民族同化的政策 ,严重地破坏了

发展苏联各民族平等、尊重、互助关系的原则。在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中 ,按照他的观点 ———民族是

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

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以此认为分散于世界各地

的犹太人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 ,并反对犹太民族

文化自治 ,坚持民族同化政策。[14 ] (p. 64、p. 67、p.

91)除此之外 ,斯大林也认为要严厉打击反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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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他说 :“种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反犹主义是人吃

人恶习的最后的残余。”“在苏联 ,反犹主义是作为

一种极端敌视苏维埃制度的现象而受到法律及严

厉的追究的。”[15 ] (p. 316)应该说 ,在斯大林执政的

绝大多数时间里 (除开晚年的最后岁月)坚持了苏

联犹太人民族同化政策和严厉打击反犹主义的政

策。在斯大林晚年 ,苏联出现了一系列非常不利

于苏联犹太人的事件和做法 ,致使很多的著作 (例

如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赫鲁晓夫的著作和西

方学者的著作) 把他刻画成一个强烈的反犹主义

者。其实 ,作为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家 ,斯大林

并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 ,只能说他是一位坚定的

实用主义者①。在处理民族问题上 ,斯大林往往

以阶级立场和国家利益为中心 ,[16 ] (p. 80)忽视了

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采取了过于实用的做法 ,且方

法极为粗暴和简单 ,背离了自己所制定的民族政

策。这不仅在处理苏联犹太人问题上体现出来 ,

还体现在处理其他少数民族问题上。而且这种过

于实用的做法 ,又被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所继承 (例

如 1967 年第三次阿以战争后 ,苏联又提高了反以

色列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调子 ,又给苏联的犹太

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在较多的时候不仅没

有处理好民族问题 ,反而加剧了民族问题。

其次 ,苏联政府以阶级矛盾代替民族矛盾 ,用

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②。1948 年至 1953

年 ,苏联把大批的犹太知识分子当成“民族主义

者”、间谍和卖国者逮捕 ,最后又把其中很多人枪

毙。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来对待犹太知识分子 ,显

然是一种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在战后 ,这一时期

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案件”又被

宣布为冤案 (事实也是如此) ,这显然大大损害了

苏联党和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而斯大林本人

也被很多人刻画为“反犹主义者”。冤假错案给苏

联犹太人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创伤。由于苏联犹

太人长期受到排挤和压制 ,他们同苏联政府产生

了深深的隔阂。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 ,当苏联放

宽了对犹太人出境的限制后 ,有大批大批的苏联

犹太人纷纷移居以色列 ,与此不是没有关系的。

最后 ,苏联政府只强调反对少数民族的民族

主义 ,而不强调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种情

况在处理苏联犹太人问题上很鲜明地表现出来。

苏联政府的这种做法招致少数民族的反俄情绪。

同时带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俄罗斯人又强烈地

要求在各民族中的主导作用。于是形成恶性循

环 :俄罗斯人的优势 (具有民族优越感) 激发了少

数民族的反俄情绪 ;少数民族的民族情绪 (具有强

烈的反俄情绪) 又强化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那

么这就严重地威胁到了苏联的统一和团结。

通过对二战和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

人的政策的考察 ,我们不难发现 ,苏联政府的政策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二战前对境内犹太人的严

格限制到二战时把诸多限制束之高阁 ,并接受甚

至鼓励境内犹太人文化自治 ,再到战后 40 年代末

期和 50 年代初期对境内犹太人进行排挤、压制甚

至是迫害的政策。这期间 ,形势变化了 ,对犹政策

变化了 ,而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 ———对犹之政策

永远服务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这一宗旨。可以说 ,

国家利益是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乃至其

民族政策的中心坐标。应该说 ,这个宗旨是无可

厚非的。然而 ,苏联政府以及苏联的领导人没有

充分意识到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 ,

过于强调主体民族 ———俄罗斯民族的地位和作

用 ,采取了过于实用的做法和极为简单粗暴的方

式 ,不仅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 ,反而加剧了民族

矛盾。

因此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 ,如何协调国家

的利益和少数民族的利益、如何处理好主体民族

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看待民族问题的特殊性

和复杂性等 ,这些问题是很现实、迫切的问题 ,关

系到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状 ,更关系到它的长治

久安。当我们审视苏联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失

误、经验和教训时 ,或许能够找到某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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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虽然斯大林早期的民族理论认为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 ,但是在二战中和战后 ,他对犹太人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最主要的
证明是苏联建立犹委会、接受和鼓励苏联犹太人一定的文化自治和支持以色列建国 ,肯定了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赶下台 ,也是出于政治原因 ,而不是出于反犹目的。根据他的民族理论 ,
认为世界各地犹太人 (也包括俄国的犹太人)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 ,坚决反对犹太民族文化自治。在国际上 ,斯大林强烈谴责世界犹太
复国主义者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国内严厉禁止犹太复国主义。但是二战时 ,为了团结一切有利的力量进行抗战 ,苏联建
立了犹委会 ,接受甚至鼓励了一定的苏联犹太民族文化自治。战后 ,为了把苏联的势力渗入到中东地区 ,苏联坚决地支持以色列建国。
也可以说 ,这时苏联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犹太人———起码以色列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又为了消除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
情绪”(有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意义) ,苏联采取了很多不利于苏联犹太人的做法。“医生案件”也可能是斯大林在晚年为了自己
的安全而发动的 ,并不是出于反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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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удьбаеврееввСССРвовремяэпохальныхперемен
—Обзорполитикисоветского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вотношенииеврееввСССР

воВтороймировойвойнеивначале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периода

Реферат:Всентябре1939 г. ГерманиянапаланаПольшу. АнглияиФрацияобъявилиГерманию

войну. НачаласьВтораямироваявойна. Воктябре1939 г. СССРаннексировалвосточнуючастьПольши.

В1940 г. СССРприсоединилПрибалтики. Наприсоединённойтерриториибылооколодвухмиллионов

евреев. Советско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провёслосоветское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наэтойтерритории. 22 июня1941 г.

ГерманиянапаланаСССР. НачаласьВеликая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войнасоветскогонарода. Вэтоврем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вкакой- томереприняло, дажепоощрилосоветскуюеврейскуюкультурнуюавтономию.

Кромеэтого, быласозданаЕврейская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аякомиссия. Послевойны,советско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остепеннорегулировалополитикувотношенииеврееввСССР, ввидутогочтоизмениласьситуация. В

конце40 - хгг. началаськампанияповраждебномуотношениюксоветскимевреям. Такимобразом,

возникло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далекоидущеевлиян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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