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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历史探源

梁 中 芳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系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 :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出现 ,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苏联犹太

移民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苏联政府对犹民族政策和长期的反犹运动是其现实基础 ,长期以来苏联犹

太人的艰难生活处境是导致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形成的心理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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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大约有 500 万犹太人居

住在沙俄 ,接近世界犹太人口的 40 %[ 1 ] ( P5) 。素以

“各民族的监狱”而著称的沙皇俄国对信仰犹太教的

犹太人采取极端歧视的态度。十月革命终止了迫害

犹太人的狂潮 ,犹太人在俄国的境遇彻底改观 ,这一

时期 ,犹太人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 ,在斯大林的政治迫害下 ,

大批犹太人被逮捕或处决 ,二战结束以后 ,又以反犹

太复国主义面貌出现了新的反犹活动 ,直至 1953

年耸人听闻的“医生间谍案”成为反犹运动的顶峰。

这种历史遭遇深深地影响了犹太民族 ,一旦时机成

熟 ,他们就会作出新的抉择。苏联犹太人的移民意

愿在赫鲁晓夫时代有所显现 ,但规模不大 ,影响有

限 ,直到 60 年代末 ,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才发展起来。

从 1971 年开始 ,苏联在十年时间里有 25 万犹太人

移民出去 ,这个惊人的数字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苏联

犹太移民问题。本文试图从苏联对犹民族政策、反

犹运动以及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形成的心理动因三个

方面 ,对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犹太移民问题作一些

探讨。

一、苏联政府对犹民族政策

苏联政府对犹民族政策 ,从列宁开始就一直坚

持民族同化政策。犹太民族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长

期受压迫的小民族 ,从 1795 年沙皇俄国伙同奥地

利、普鲁士两国第三次瓜分波兰开始 ,犹太人在俄罗

斯的历史上就产生了一直没有解决的“犹太人问

题”。在列宁的民族理论中 ,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好

办法是将犹太人同化进苏联社会当中。虽然列宁一

直倡导民族自决 ,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自

决的基本要求是促进民族的平等和在平等基础上的

自愿联合、团结 ,而不是主张民族分离。他指出 :“社

会主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灭人类分为小国家的现象

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 ,不只是要各民族接近 ,

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2 ]在列宁民族平等以及同化

政策的指导下 ,这一时期苏俄犹太人积极融入苏维

埃文化当中 ,他们的社会境遇得到了很大改观。犹

太人成为苏联的管理技术机构和政治、文化部门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30 年代 ,犹太人只占苏联人口约

2 % ,但却占文化机关的医生和工作人员总数的

16 % , 占 学 生 总 数 的 14 % 和 科 学 家 总 数 的

13 %[3 ] ( P497) 。

斯大林时期延续了列宁时代的对犹民族同化政

策 ,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导致了其民族政

策上的一系列变化。首先 ,其民族政策在反对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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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斗争的背景下发生了重大改变 ,政府的压制

活动主要针对当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列宁

时期广泛提倡的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惯例却不

复存在了。其次 ,是苏联实行的国内证件制度。

1932 年底 ,苏联重新实行国内证件制度。个人登记

族籍依据其“血统”,即据其父母的族籍进行登记 ,完

全不考虑母语状况、宗教信仰和个人愿望。苏联的

这种多民族证件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民族群体

间划定界限的证件制度所独有的细致性、对民族的

自我鉴定为民族阶层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基

础 ,很明显 ,民族阶层的规定和自我定位可以改变一

个民族的进程 ,甚至会延续几代人。第三 ,苏联“一

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使得这一时期苏联

政府官员在对犹太人的心态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 ,许多犹太人担任了重

要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据统计 ,当时在 556 名党、

政、军高级领导人中有 448 名犹太人 ,占 80 %以上。

由于犹太人在领导岗位上所占比例十分惊人 ,所以

当时西方国家称年轻的苏维埃政府为“犹太 - 布尔

什维克政府”[4 ] 。在列宁时代 ,犹太人以及他们与国

际的联系对于政府是如此的宝贵 ,所以那时大多数

苏维埃的外交官是犹太人 ,而今 ,犹太人变得让人猜

疑和不值得信任了。葛罗米柯曾说 :“(不希望)我们

的外交人员有私人的国际关系 ,犹太人是彻头彻尾

的国际人。我并不是指犹太人不忠诚 ,只是他们的

朋友、亲戚、熟人实在太多了。”[ 5 ] ( P91) 以色列成立以

后 ,斯大林更加怀疑犹太人的忠诚 ,在他执政的最后

几年 ,对犹太人来说尤其不幸。斯大林去世后 ,苏联

中心地带的犹太人才避免了遭受放逐的命运。

这些变化不仅为后来的苏联民族政策奠定了基

础 ,而且从根本上使得苏联犹太人很难真正融入到

苏联社会文化中去。苏联政府对待犹太人有着相当

大的矛盾心理。苏联政府一方面鼓励犹太人同化进

苏维埃文化中 ,而在另一方面 ,它又为犹太人完全融

进苏联社会组织结构设置了诸多障碍。“苏联的犹

太人在文化上是俄罗斯人而在法律上和社会上是犹

太人。这个双重人格产生了内在的矛盾 ,而解决矛

盾的办法是或者整个成为犹太人 ,或者整个成为俄

罗斯人。苏联当局造成了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状

况 :一方面强迫犹太人受同化 ,另一方面又使它成为

不可能的事情”[3 ] ( P537) 。这反映了苏联民族政策中

关于犹太人的固有矛盾。斯大林曾使用激烈的手段

去解决犹太人问题 ,使得犹太文化以及犹太教遭受

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到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联政

府又宣称苏联“各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之间 ,大小民族

之间产生新的和谐关系。苏联已形成新的历史共同

体 ,即苏联人民”[6 ] ,但犹太人对“新的苏联人”是持

谨慎的怀疑态度的。一方面是苏联在高等教育、外

交、行政机构、高级军事职位等方面对犹太人设置的

种种障碍 ,使得犹太人感到自己游离于苏联政治生

活之外 ,很难融合进苏联的社会中去。而另一方面 ,

犹太人的特性也决定了苏联政府基于大俄罗斯主义

之上的民族同化政策难以奏效。犹太人作为客居他

国的“流民”,从中世纪开始就一直受到主体居民的

歧视和政府的迫害 ,这种情况促使犹太民族更加团

结 ,另外 ,这种与主流民族相对隔离而又集体聚居的

生活状态使犹太人的民族特性得到了完整的保留。

同时 ,基于犹太教的精神文化联系更难使犹太人受

到客居国主体民族文化的同化 ,正是这种难以同化

的民族特性使苏联政府的同化政策很难真正对犹太

人发生作用。

二、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形成的现实基础

俄国对犹太人的歧视以及反犹运动由来已久 ,

一直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犹太人在历史上屡遭歧

视迫害有三个原因。首先 ,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 ,他

们一直是一个漂泊世界的流浪民族 ,为了生存 ,他们

必然要和当地居民争夺有限的土地、财富和机会 ,因

而常常成为各国种族歧视和迫害的牺牲品。而犹太

民族不易为其他民族所同化的民族特性又加剧了这

种迫犹的程度。其次 ,由于历史原因 ,犹太人的就业

和经营受到很大限制 ,他们不得不从事各种各样的

边缘行业 ,不少人去从事商业和金融业 ,特别是高利

贷行业 ,流散到各地的犹太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

智和努力 ,很快就聚敛起大量财富 ,他们中有许多人

成为拥有巨额财富的富商和贪婪的放债者 ,但这又

会成为当地人妒嫉和仇视的对象。最后 ,对犹太人

形象的偏见也是反犹排犹的一个因素。“犹太人被

认为是一个奇怪的、与众不同的民族 ,其形象和举止

行为总有许多怪诞之处”[7 ] ( P160) ,犹太人经常被描绘

成这样一副模样 :“黑头发 ,窄长脸 ,小眼睛 ,短下巴 ,

最显著的特征是大大的鹰钩鼻 ,他们的身材往往比

较矮小 ,有时还加上一双罗圈腿。这一形象看上去

总是给人一种阴险、奸诈的感觉”[7 ] ( P164) 。而“在

1963 年 ,在苏联基辅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有过一幅插

图 :一个贪婪的大鼻子犹太人 ,把瘦骨嶙峋的大手伸

向一个盘子 ,紧紧抓住盘子里的纸币和硬币”[8 ] 。这

里的反犹寓意自不待言。

苏联政府的反犹运动是犹太移民问题形成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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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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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犹主义被宣布为非法 ,并

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在一个长期对犹太人有偏见的

国家里 ,短时间内反犹是很难消除的 ,在 1926 年 -

1930 年党和国家努力同反犹运动作斗争这一事实

也表明了这一点。列宁曾在 1926 年声称 :“俄国的

知识分子 ⋯⋯可能在今天比过去在沙皇统治下更反

犹。”[ 1 ] ( P16) 斯大林在 1931 年初就曾作过一个强有力

的同反犹现象作斗争的声明 ,他指出 :“反犹主义 ,一

种深刻敌对苏维埃政权的现象 ,在苏联要坚定、严格

地制止。”这个声明在 1936 年《真理报》上再次发

表[9 ] ( P309) ,说明了在苏联同反犹现象作斗争的任务

的艰巨。

在接下来的大清洗年代里 ,成百上千的人被处

死或流放 ,犹太共产党人也难以幸免于难。二战期

间出于战争的需要 ,苏联犹太人的爱国热情被极大

地调动起来 ,但随着战后冷战的逼进 ,苏联对以色列

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认为以色列是英美资本主义

国家的工具 ,它们无力解决犹太人问题 ,这个问题只

有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在战时

成立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 ,一些依地语

学校被关闭 ,大批犹太知识分子和作家被逮捕和流

放。

官方的反犹主义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的反

“世界主义者”运动中进入高潮。“世界主义者”是指

苏联文艺领域里的犹太知识分子 ,他们被说成是一

些没有国家的人 ,背弃和仇视俄罗斯传统。许多犹

太作家和诗人因被指控与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

义有联系而被捕 ,不少人最后死在审讯室里。反“世

界主义”运动第一次标志着对苏联犹太知识分子的

公开攻击 ,运动一直持续到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

世。1953 年 1 月 ,所谓的“医生阴谋案”使得反犹运

动达到顶峰 ,许多犹太人从重要的技术岗位上被撤

换下来。整个斯大林时代历次反犹运动的结果 ,不

但党中央、莫斯科州委、莫斯科市委、真理报、内务

部、外交部、军队、法院、检察院等重要部门的犹太人

被清洗掉 ,就是工厂、企业及无数基层组织中的犹太

领导干部 ,也遭到逮捕或被撤职。

在这些年里 ,苏联犹太人被官方展示的形象是

这样的 : (犹太人)他们不是一个民族 ,因为他们没有

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而在苏联 ,努力

工作的犹太人 ,可以进入所有的职业和专门的领域 ,

参与建设共产主义。因此苏联没有犹太人问题 ,犹

太人已同化进人民大众之中[9 ] ( P311) 。

医生谋杀案被正式取消指控后 ,被指控者从监

狱中释放出来。在 1948 年被逮捕的犹太作家和知

识分子 ,从监狱和劳改营中释放 ,但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 ,苏联官方还声称在苏联没有犹太人问

题 ,没有犹太民族 ,也没有必要再谈列宁主义的原

则。同样 ,没有犹太人文化 ,因为他们已经同化 ,但

同时 ,针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偏见显然在增长。在二

战之前 ,针对犹太个体和群体的歧视在苏联已人人

皆知 ,在战后 ,随着政策的改变 ,犹太人不仅很大部

分从敏感的安全部门中被排除 ,在高等教育机构实

行配额的原则也被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 ·阿利

卢耶娃所证实 ,她在 1967 年 4 月 26 日的一个新闻

发布会上曾说过关于她的犹太朋友 ,“在大学和研究

机构里是严格限制的”[9 ] ( P312) 。

苏联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及 60 年代初

发动的反寄生罪和经济犯罪运动中 ,被审判的有很

多是犹太人。在 1961 年的 9 起审判中有 11 个被判

处死刑的人 ,其中 6 个从名字上判断是犹太人。在

接下来更多的审判中 ,超过 100 人被判处死刑 ,从名

字上判断 ,超过 40 %是犹太人[9 ] ( P315) 。其实 ,在整个

国家 ,犹太人卷入其中的比例应该是比较小的 ,这就

意味着 ,犹太人案件是挑选出来的 ,既是为了使犹太

人成为社会罪恶的替罪羊 ,也是为了达到散布反犹

思想的目的。在赫鲁晓夫时代 ,反犹主义言论基本

上公开化了。赫鲁晓夫在和外国人的几次谈话中承

认 ,在苏联“还有反犹主义情绪 ,各共和国的土著居

民 ⋯⋯已经有了新的干部 ,如果犹太人想在他们之

中占据最高位置的话 ,他们会生气的”[3 ] ( P535) 。而他

本人的反犹思想也十分明显 ,他曾毫不掩饰地说 :

“以前党政领导中犹太人太多 , ⋯⋯太多犹太人任职

造成了反犹主义 ,因为一旦有一个犹太人当了领导 ,

就会有一大群犹太人围在他身边。”[10 ]

一般来说 ,不论是苏联官方还是私人都一致否

认在苏联有反犹和对犹太人的偏见的存在 ,因为苏

联宪法保证所有人的完全平等。犹太人在苏联 ,无

论是在国内的身份证件上 ,还是在人口普查中 ,都是

官方划定的一个民族 ,但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却否

认他们民族的存在 ,而且剥夺任何一种促进他们文

化发展的可能性。由于事实上的长期的反犹运动 ,

使得恐惧充斥于许多苏联犹太人中间 ,他们表现出

各种形式的焦虑 ,有些人担心他们的工作和居住许

可 ,有些人担心他们的孩子被大学拒绝 ,还有一些人

害怕斯大林黑暗年代的恢复。因此 ,当苏联允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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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犹太人移民时 ,这些心存疑虑的犹太人选择了离

开。

三、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形成的心理动因

1964 年 ,4667 名苏联犹太人 (主要是老年人)被

批准移居以色列 ,这是苏联犹太人第一次获准移

民[3 ] ( P538) 。以后苏联犹太人移民意愿有所显现 ,但

规模不大 ,影响有限。赫鲁晓夫执政结束后 ,新的领

导集团一度改变了对犹太人移民的态度 ,在“六五战

争”爆发前的两年时间里共发放了 4500 份签证。平

均每月发放 150 份签证[5 ] ( P34) 。柯西金在 1966 年

12 月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对那些想与家人团

聚的人 ,“道路是开放的”[11 ] 。这句话一公布 ,申请

出国签证的犹太人数量猛增。“六五战争”爆发后 ,

苏联当局中止了国内犹太人的出国移居工作。直到

1968 年 ,苏联“在 1968 年对捷克的军事干预中 ,达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 ,捷克的悲剧不仅震惊

了全世界 ,也使苏联领导人的威信下降到了极其可

悲的程度”[12 ] 。为了维护已被损害的苏联国际形

象 ,移民局主动受理犹太移民申请请求 ,在 1968 年

的最后四个月里大约有 7000 人申请移民签证 ,到

1969 年 ,申请人数几乎上升了 4 倍 ,到 70 年代 ,移

民已经成为一个时髦流行的词汇。之所以出现这种

情况 ,除了犹太民族意识的再次觉醒、移民运动初期

激发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之外 ,还有如下一些因素

促成了这次移民运动。

首先 ,苏联政府的对犹民族政策以及长期的反

犹运动对犹太人的心理造成了极大冲击。1917 年

至 1970 年 ,犹太人在苏联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的

提高 ,对于犹太人来说 ,这两代人经历了系列的身份

转型 :从小贩成了医生 ,从小店主成了科研工作者 ,

从工匠成了工程师。苏联犹太人的白领阶层特别是

其精英分子 ,在二战以后要比以前多得多。无论如

何 ,乍一看 ,苏联犹太人能更好地和周围的社会融合

在一起 ,而且显露出比大屠杀以前更深的同化进程。

然而 ,严格地说 ,因为大屠杀以及反犹运动 ,特别是

苏联居民在其中扮演的排挤打击犹太人的角色 ,对

苏联犹太人来说震惊很大 ,一些人开始担忧他们融

入到周围社会环境中的程度。作为个体的犹太人 ,

在一个缺乏任何犹太集体主义的体制中要面对痛苦

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 ,他感觉自己并不是苏联社会的

一分子 ,他摆脱不了和犹太民族的亲密关系 ,因为身

份证件上记录下了他的民族 ;另一方面 ,他将自己视

为这个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为这个社会贡

献出全部精神和才华。因此他们被迫去面对这种矛

盾 ,造成内心极大的紧张。

长期以来 ,犹太人在教育及就业等方面的纵向

社会流动受到限制。犹太民族是苏联这个多民族国

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民族 ,超过 10 岁的每

1000 个犹太人中就有 239 个受过高等 (大学) 教育 ,

几乎是总人口平均数的 4 倍 ,犹太人是苏联的第十

二大民族 ,而拥有科学博士的犹太人却占到了民族

排名的第二位 ,仅仅次于俄罗斯民族[ 5 ] ( P15) 。苏联为

减少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 ,在教育和人事制度方

面实行了配额制度 ,即在高等教育就业和干部选用

等方面让各民族占据与其人口在总人口中相一致的

比例。20 世纪 60 年代末配额制度向针对犹太人的

歧视性措施发展 ,更加严重地影响了犹太人接受高

等教育的机会 ,1956 - 1957 年 ,犹太大学生占苏联

大学生总数 4. 2 % ,而到 1978 - 1979 年度 ,则下降

到1. 2 % ,下降了71. 4 %[1 ] ( P118) 。在 1970 年 ,每 1 万

名犹太人中就有 512 人是大学生 ,而到了 1979 年 ,

却跌到了 329 人[1 ] ( P119) 。在研究生招生上 ,歧视性

的限额制度实施得更加严格。仅 1970 年至 1975

年 ,犹太研究生人数由 4945 人 (1970 年) 降至 2841

人 (1975 年) 。在培养机制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歧视 ,

较之其他民族学生 ,犹太学生要承担繁重的和相当

难度的科研工作和考试[13 ] 。从斯大林时代始 ,犹太

人陆续被排斥在苏共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及外交、对

外贸易、军事和其他所谓敏感部门之外 ,只能集中在

科研和技术领域。根据 1970 年的统计 ,在莫斯科的

科学家占据全苏联科学家总数 1/ 4 ,而其中犹太人

约占 11 %。就全国范围而言 ,犹太科学家所占比例

为 6 %。到 70 年代末 ,知识分子中犹太人所占的比

例由 60 年代前半期的 11 %跌至 5. 5 %[14 ] 。据“希

伯来移民救助协会”[ 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2
ty ( H IAS) ]所做的调查 ,犹太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

上所受的限制已经成为许多犹太人申请移民的直接

理由[15 ] 。

其次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 ,苏联的经济增

长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苏联同西方发达国际的差距

进一步拉大 ,这也是导致部分苏联犹太人移民国外

的重要因素。犹太人擅长商业经营 ,而苏联计划经

济体制却不允许私人商业经营活动 ,许多犹太人不

惜铤而走险投入黑市贸易 ,在斯大林时期抑或在赫

鲁晓夫时期 ,都有一部分犹太人因“经济犯罪”而成

为打击的对象。70 年代中期以后 ,苏联经济进入长

期的停滞和倒退期 ,1982 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

仅为 60 年代下半期平均增长率的 44 % ,工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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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增长率也由 8. 4 %下降到 2. 8 % ,农业则维持

1 %左右的低增长[16 ] 。苏联在追求“超级大国”地

位、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过程中 ,虽然在一段时间内

其军事力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但综合国力却逐

渐衰退 ,生活水准大大降低。与此同时 ,社会劳动生

产率也呈下降趋势 ,农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与工业制

成品生产的比例严重失调。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把向

西方移民视作改善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

由于苏联政府以及苏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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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待国内犹

太人问题上采用的方法过于粗暴和简单 ,背离了列

宁主义的原则。苏联犹太人长期受到排挤和压制 ,

大量的冤假错案给苏联犹太人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

创伤 ,他们同苏联政府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因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苏联政府放宽了对犹太人出境的

限制后 ,大批大批的苏联犹太人选择离开 ,形成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犹太移民潮 ,并在以后的发展中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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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Origins Research of Soviet2Je wish Emigration in the 1970’s

L IAN G Zhong2fang
(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 The issue of Soviet2Jewish Emigration began in the 1960’s and caused extensive concern of international com2
munity with it s development . The cause of Soviet2Jewish Emigration has it s historical origins : The Soviet Governmental policy

on jewry and the long2term anti2jewry movements was it s realistic foundation , and the long time difficult living situation of So2
viet2jewry was its psychological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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