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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 3

张建华

[内容提要 ] 　犹太民族作为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其命运是悲剧性的。在长期的流亡和迁徙过程中 ,他

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世界各地。沙皇俄国是一个地域横跨欧洲和亚洲的大殖民帝国 ,在这个被列宁称为“各民

族人民的监狱”的大帝国中 ,犹太人的处境是极其悲惨的。苏联同样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 ,由于苏联政

府在民族政策上的严重失误 ,苏联犹太人的际遇是有失公平和公正的 ,因而导致 20 世纪 70 年代后在苏联犹

太人中间产生了较大的离心倾向。

[关键词 ] 　苏联 　犹太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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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为教育部十五社科规划项目“民族主义与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以苏联东欧为中心”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民族问题以及犹太人问题是沙皇俄国留给苏

联政府和各民族的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俄国境

内的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出现最早大约是

在公元 14 世纪初。当时由于西欧各国政府加强

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驱赶 ,犹太人大批东迁 ,最初

定居于中欧和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立陶

宛等地区 ,随后又向俄国版图内的乌克兰、白俄罗

斯等地区迁移。17 世纪 ,波兰政府采取了鼓励外

来移民的政策 ,尤其鼓励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并拥

有各种技艺的犹太人 ,因此犹太人在该时期的移

民数量获得较大幅度的增长 ,而犹太人的居住区

往往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18 世纪 60 年代

后 ,在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期间 ,俄

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政府联合瓜分了波兰 ,波

兰的大部分领土和西乌克兰纳入俄国的版图 ,原

波兰领土上的犹太人也随之处于俄国的统治之

下。到 20 世纪初 ,世界上的犹太人约半数居住在

俄罗斯帝国境内 ,1897 年的俄国人口统计资料表

明 ,俄国境内的犹太居民人数为 522 万人。①

沙皇政府以及各级统治者对犹太人始终是采

取限制、压制和迫害的政策。沙皇伊凡四世统治

时期曾发布诏书驱赶犹太人出俄国 ,禁止犹太人

在俄国居住。在 17 世纪中期 ,莫斯科公国的军队

就多次攻入波兰和立陶宛 ,大量屠杀当地的犹太

人 ,或者劫持数万的犹太人到莫斯科公国境内 ,强

迫犹太人改宗东正教 ,使犹太人沦为奴隶。沙皇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 ,大量的犹太人被驱赶出俄国

国境 ,彼得一世曾公开表示他宁愿接受穆斯林等

异教徒来俄国居住 ,也不愿接受他称之为“流氓和

骗子”的犹太人来俄国居住。沙皇叶卡特琳娜二

世统治时期 ,因推行开明君主专制 ,对犹太人的迫

害有所放松 ,给犹太人以一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

行政自治权。但为便于管理 ,叶卡特琳娜二世于

1772 年下令在俄国的西部和西南部建立帕累犹

太人居住区 ,犹太人被人为地与其他民族隔离开

来 ,后来这个犹太人居住区的范围扩大到了立陶

宛、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和黑海地区新占领

的“新俄罗斯”等地区。在沙皇保罗一世统治时

期 ,沙皇政府将犹太人的居住地限制在与波兰接

近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禁止犹太人在上述地区

的各省首府和城市居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统治

初期曾宣布所有的学校向犹太人开放 ,并鼓励犹

太人移居到帕累以外的地方安家和经商。但是沙

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被称为“对犹太人的无情

的 30 年”,尼古拉一世认为犹太人是“吸血鬼和寄

生虫”,是“无法被同化的分子”。②沙皇政府宣布

收回犹太人的行政自治权 ,有 15 万犹太人被驱赶

出境。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 ,在乌克兰、白

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多次掀起了屠杀和驱赶犹太

人的狂潮。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其继位之初就宣

布 :“你要知道 ,我必须承认 ,当犹太人受到虐打

时 ,我是感到快乐的。”③他规定犹太人不许在政

府中任职 ,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被加以限制 ,甚至

于 1891 年下令禁止犹太人在莫斯科居住。1895

年 ,尼古拉二世颁布一系列的反犹法令 ,缩小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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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住区的面积 ,将居住区限制在沿西部边界划

出的 50 俄里宽的平原上。从 19 世纪末起俄国再

次掀起反犹狂潮。在沙皇政府的鼓励和纵容下 ,

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黑色百人团疯狂地迫害

犹太人 ,卑劣地制造了“贝利斯事件”④等 ,受官方

支持的“黑色百人团”分子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制

造了数次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列宁在革命前谈到俄国的民族特点时指出 :

“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

国家。大俄罗斯人占据着广袤的连片地区 ,人口

约有 7000 万。”⑤在沙皇俄国时代 ,俄罗斯民族在

俄国社会中居于极其特殊的地位。按照沙皇政府

1832 年制定的《社会构成法》的有关条文规定 :俄

罗斯民族是作为统治民族 ,而第二大民族 ———乌

克兰民族被称为“小俄罗斯人”,其余的民族则一

律称为“异族人”。沙皇政府支持大俄罗斯主义 ,

使俄罗斯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等

方面享有特殊权利。列宁曾经说过 :“只要回忆一

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 ,就可以知道我们

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 ;把波兰人都叫做‘波兰

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

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⑥在

十月革命前 ,以沙皇罗曼诺夫家族为代表的俄罗

斯贵族和地主阶级把持着国家政权 ,而其他民族

在各个方面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就整个民族而

言 ,俄罗斯民族是作为统治民族压迫其他民族的 ,

这即是列宁所说的历史上所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

等。

二
民族问题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可回避的

问题 ,苏联作为一个由 100 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

族国家 ,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各民族的反应则显得

更为重要 ,其中犹太人问题在某些时期显得更为

突出。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 ,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

克党非常注意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谨慎

地并适时地调整民族政策。列宁认为 ,在新政权

创立之初 ,全党同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上因

为沙皇政府和俄罗斯民族给其他民族造成的灾

难 ,应该真诚地和平等地对待一切民族的要求和

意见。并且提出 ,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之一是

反对大俄罗斯主义 ,即“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

上的民族平等 ,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

处于不平等地位 ,以抵偿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

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 ,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

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 ,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

阶级观点 ,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

点上去”。⑦在 1921 年召开的俄共 (布) 十大上 ,布

哈林在解释列宁坚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时

说 :“为什么列宁同志那样不顾一切地奋力在格鲁

吉亚问题上敲起警钟 ? 为什么列宁同志在自己的

信中只字未谈倾向分子的错误 ,相反却用所有的

字 ,斗大的字反对对倾向分子所实行的政策 ? 为

什么他要这样做 ,是因为他不懂得没有存在地方

沙文主义吗 ? 因为列宁同志是天才的战略家 ,他

知道要打击主要敌人。例如 ,在这次大会上对地

方沙文主义就没什么好说的。这是我们斗争的第

二阶段。如果我们为‘客观公正’,在谈论大俄罗

斯沙文主义的同时也议论还存在格鲁吉亚沙文主

义、乌克兰沙文主义、阿哈尔齐赫沙文主义、哥麦

尔沙文主义和随便什么沙文主义 ,我们就淹没了

主要问题。”⑧列宁在临终前看到俄共 (布) 党内和

最高领导层内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

向日益严重 ,已成为党内团结的重要危害 ,并关系

到苏维埃政权的前途 ,对此他深感忧虑 ,他不顾自

己日益加重的疾病 ,宣布要与党内出现的民族沙

文主义决一死战。列宁和苏维埃政权民族政策得

到布尔什维克全体党员和各族人民的广泛拥护 ,

最终在平等和互助的基础上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

在新政权和新制度下 ,在新国家中 ,苏联各民

族激发了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犹太人

(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爱国热

情贡献给苏联。大批的犹太族青年加入俄共

(布) ,参加红军 ,投身保卫新政权的斗争之中。犹

太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各级政府机关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仅在新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

———俄共 (布) 中央委员会的七名成员中 ,犹太族

出身的就占了四名 ,他们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和斯维尔德洛夫。俄共 (布) 中央专

门成立了一个犹太部 ,负责管理和协调犹太人事

务。在各级文化、教育、卫生、艺术机构 ,犹太族出

身的干部也占了较大的比例。

此外 ,犹太人获准同国外建立联系 ,接受美国

的犹太人慈善组织“联合分配委员会”的粮食援

助 ,少数犹太人被批准移居国外。1928 年 3 月 ,

苏联政府在比罗比詹建立了犹太自治州 ,并且制

定了庞大的移民计划。犹太人文化教育事业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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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较快的发展 ,1931 年犹太人的四年制的师范

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有 1100 余所 ,在校的学生有

13 万人 ,莫斯科的“西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专

门设有犹太系。犹太人的戏剧、文学、艺术、科学

研究、电影等事业也随之繁荣起来 ,1919 年在莫

斯科成立了第一家犹太人剧院 ,随后在明斯克、基

辅、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犹太戏剧学院 ,

到 1934 年苏联共有 18 个常设的犹太剧院。乌克

兰科学院下设犹太族无产阶级文化研究所 ,白俄

罗斯科学院设有犹太问题研究部 ,主要从事犹太

人革命运动史和犹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

究。⑨

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 ,犹太人和

其他民族共同为建立富强的社会主义而浑洒汗

水。在乌克兰的列宁水力发电站建筑工地上 ,几

乎包括各个民族的工人和专家。哈萨克斯坦的卡

拉干达的建设者在 1935 年写给联共 (布) 中央的

信中说 :“我们在空地上建起了城市。煤田建设的

广大地区被矿井、企业和村庄所覆盖 ⋯⋯我们所

有的人在一起 :哈萨克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

太人、鞑靼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是一个大家

庭。”⑩

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 ,随着苏联国内

政治气氛日渐紧张 ,犹太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 ,反犹主义成为斯

大林手中的武器。1930 年 ,俄共 (布) 中央的犹太

部被撤销 ,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运动中 ,一大批的

犹太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在卫国战争

期间 ,苏联政府一方面鼓励犹太人建立“犹太人反

法西斯委员会”,以争取西方政府道义上的支持和

争取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对苏联经济上的援助 ;另

一方面对犹太人在苏联国内的旅行和迁居加以限

制 ,当波罗的海三国被合并后 ,当地反对加入苏联

的犹太人大量地被驱赶出苏联国境或者被大量地

关进各地的集中营。�瑏瑡事实上 ,在卫国战争中 ,绝

大多数的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一样 ,为保卫苏联而

英勇战斗。在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 11000 余人

中 ,犹太族出身的占据总人数的第五位 ,即俄罗斯

族 8160 人 ,乌克兰族 2069 人 ,白俄罗斯族 309 人 ,

鞑靼人 161 人 ,犹太人 108 人。�瑏瑢

被列宁称为“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

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瑏瑣 的斯大林

的权力和声望在卫国战争后达到了项峰。40 年

代中期后 ,在斯大林的默许下 ,大俄罗斯主义急剧

膨胀 ,反犹主义盛行全国全党。1953 年 1 月 ,在

斯大林去世前两个月 ,因克里姆林宫女医生季亚

舒克的告密 ,内务部长贝利亚制造了一起莫须有

的“医生谋杀案”,即所谓的克里姆林宫的保健医

生与国际犹太人恐怖组织“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

和美国情报机构联系 ,以“有害的治疗方法缩短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命”,在被捕的 9 名著名医生中

有 7 名是犹太人。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是苏联历史

发展的重要时期 ,也是苏联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发展的转折时期。以权力过分集中为特征的斯大

林体制尽管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冲击和勃

列日涅夫时期的数次微调 ,但是仍然沿着原有的

惯性轨道运行 ,苏联的综合国力在 70 年代中期后

由盛转衰 ,进入停滞时期。在民族问题上 ,苏联国

内的大俄罗斯主义沉渣泛起 ,在苏联社会以及苏

联领导阶层中发挥其影响。俄罗斯人在与其他民

族交往的过程中 ,以“老大哥”和“救世主”的身份

自居 ,而视其他民族为“被拯救者”和“小兄弟”,不

尊重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 ,甚至处处

排挤其他民族。

20 世纪 50 —80 年代大规模的推广俄语运动

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60 年代初 ,赫鲁晓夫宣

布 :“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 ,不同民族的

人们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 ———苏联人民。”�瑏瑤赫鲁

晓夫甚至在白俄罗斯大学的一次演说中提出 :“我

们掌握俄语速度愈快 ,建成共产主义就会愈快。”

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后 ,在理论上补充了赫鲁晓夫

的“人们新的历史性共同体 ———苏联人民”的概

念 ,提出“双语制”理论 ,即苏联的各个民族在掌握

其母语的同时 ,还必须掌握族际交流语 ———俄语 ,

并将其作为本民族的“第二语言”。一些苏联学者

公开宣称 :“生活在自己共和国内的人们 ,比较明

智的做法是忘记自己民族的语言 ,不去使用他已

经熟练地掌握了的语言。”�瑏瑥 苏联政府推广“双语

制”运动本身具有明显的文化沙文主义色彩 ,它实

际上是以行政命令和强制暗示的做法迫使非俄罗

斯族居民“自愿”选择俄语为第一母语或第二母

语。苏联学者科兹洛夫所著的《苏联民族》中提供

的具体数字表明 :从 1926 年到 1970 年 ,苏联境内

的各民族将本民族语言作为母语的比例 ,除俄罗

斯族上升了 0. 1 个百分点外 ,其余民族 (非俄罗斯

民族)平均都下降了 2 —54 个百分点。其中各加

盟共和国的非主体民族下降速度尤为惊人 ,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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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比例从 1929 年的 71. 9 %下降到 1970 年的

17. 7 %。�瑏瑦另一项统计资料表明 ,在犹太人中将犹

太语作为母语的老年人的比例要高于中年和青年

人。另外 ,以犹太文字出版的书籍的数量在 20 世

纪 70 年代后锐减 ,1951 年苏联出版的犹太族依地

语的书籍 24 种 ,到 1970 年只出版了 4 种。�瑏瑧

苏联政府鼓励异族通婚 ,异族通婚所生子女

的民族属性由子女自由选择 ,犹太人与俄罗斯通

婚所生的子女大多数选择俄罗斯族为自己的民族

属性 ,居住在俄罗斯联邦的犹太人与俄罗斯人的

异族通婚关系中 ,仅有 12 % —18 %的后代选择犹

太族属性。�瑏瑨

无论是沙皇俄国时代 ,还是在苏联时代 ,犹太

人始终是各民族中受文化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

尽管犹太居民的人数只占苏联总人口的 2 %

(1971 年统计数字约 270 万) ,但在文化、艺术、教

育、科学、医疗等部门工作的人数却占了 30 % ,犹

太族大学生占全苏大学生总数的 14 % ,犹太族科

学家占全苏科学家总人数的 13 %。�瑏瑩在俄罗斯联

邦 ,每千名 10 岁以上的犹太人中就有 344 人受到

高等教育 ,而俄罗斯人仅为 43 人。�瑐瑠但是从 70 年

代起 ,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莫

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鲍曼工学院等著名大学

或者是与航天航空、军事技术、信息科学等有关的

系科对犹太人的限制较多。一组统计数字表明 :

从 1967 年到 1973 年 ,犹太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数从 11 万人下降到 88500 人 ,受过中等教育的

人数从 46000 人下降到 37100 人。�瑐瑡究其原因 ,除

了与 70 年代犹太人大量移居以色列、部分犹太族

青年因父母为异族通婚而选择俄罗斯族民族属性

而导致苏联的犹太居民总数下降有关外 ,与苏联

政府限制犹太族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也不无

关联。

三
如果从人口总数来看 ,犹太族 (人) 是苏联的

第 16 个民族 ,占苏联人口总数的 0. 6 % (1983 年

统计数字) 。�瑐瑢在前 16 个民族中 ,除了鞑靼族、日

耳曼族外 ,都成立了以上述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

和国 ,即使是位列犹太族之后的拉脱维亚族和爱

沙尼亚族也建立了本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行

政区划。1928 年 3 月 ,苏联政府宣布在远东的比

罗比詹建立犹太自治州 ,目的是将犹太民族集体

固定在远离欧洲中心的东西伯利亚 ,并且利用犹

太人的聪明才智促进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但

是一方面 ,似乎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移居比罗比詹

并不采取特别的鼓励政策 ,另一方面 ,比罗比詹远

离欧洲文化和经济中心 ,生存条件和自然环境都

比较恶劣 ,自然对习惯于居住在大都市的犹太人

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而且犹太人也担心 ,如果一

旦移居到遥远并且荒凉的远东 ,苏联政府可能再

也不允许他们回到苏联的中西部或者移居以色

列、美国和欧洲国家了。因此 ,直至 20 世纪 80 年

代初 ,比罗比詹的犹太人数也仅在 2 万余人。没

有本民族的共和国 ,也就没有自治的宪法及其他

的法律 ,散居于其他共和国内的犹太人的法律地

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无法得到合理和合法的保障。

再加上俄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反犹主义传统 ,苏

联领导人和政府长期以来对犹太民族的不信任态

度 ,因而造成了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有移居以色列

和欧美国家的较强倾向。

1948 年 5 月 ,苏联宣布承认以色列国 ,两国

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了逐步的开展。1964

年 ,第一批苏联犹太人约 4667 人 (主要是老年人)

被批准移居以色列。�瑐瑣 1967 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

发后 ,苏联和以色列关系中断 ,有关苏联犹太人移

居以色列的申请被停止 ,此前移居到以色列的苏

联犹太人为 8442 人。1968 年秋 ,苏联政府又开始

接受犹太居民移居以色列的申请。1973 年 6 月 ,

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时 ,曾公开表示 ,苏联政府每

年将允许 36000 至 40000 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

列。1974 年 ,勃列日涅夫又向西方媒体宣布 ,每

年批准移居以色列的人数将增加到 5 万人。西方

学者统计 ,从 1964 年至 1974 年 ,从苏联移居到以

色列的犹太人数为 100829 人。�瑐瑤70 年代初至 80 年

代末 ,由于苏联政府放松对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

控制 ,出现了一个新的移民浪潮 ,到 1982 年移居

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总数达 25 万人之多。�瑐瑥

苏联犹太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近 70

年 ,他们同苏联其他民族一起为保卫和建设社会

主义制度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毫无疑问 ,他

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一制度是怀有深厚感情的。但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大批苏联犹太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苏联 ,移居他

国呢 ?

前面笔者已经较多地论及了历史上沙皇政府

和统治阶级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和歧视政策所导

致的历史积怨 ,论及了苏联时期国内的大俄罗斯

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盛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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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至少还有两点原因 :

第一 ,从犹太民族自身的民族特质来看 ,这个

民族在长达千年的巅沛流离过程中 ,尽管在语言、

文化、习俗、宗教等方面受到了其居住国家和民族

的影响 ,但是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始终未被

彻底同化和融合。希伯来语、依地语和犹太教作

为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犹太历史文化传统的载

体 ,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因各种压力而日渐强化。

此外 ,尽管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 ,但犹太人长于从

事商业活动 ,因此彼此间的各种联系是非常紧密

的 ,并且形成了一股无形的民族内聚力。正是这

种内聚力的存在使得外部的民族政策无论施以何

种影响 ,都难以使其放弃对本民族的语言、宗教和

心理的归属。正如《犹太人》的作者查姆·伯曼特

所言 :“无论一个犹太人已经离开他的国度、他的

信仰、他的民族有多远 ,只要有人在清晨敲一下他

的房门 ,哪怕只是为了犹太人的地狱 ,他也会即刻

复原成一个犹太人。”�瑐瑦

第二 ,从国际大背景看 ,70 年代后国际风云

变幻对苏联国内的犹太人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作用 ,加剧了苏联犹太人的分离主义倾向。近千

年来 ,犹太复国主义是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的

共同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以色列国家

诞生于美国和苏联冷战的背景之下。出于国家安

全的角度考虑 ,苏联领导人和政府将国内的犹太

人视为潜在的、甚至是不忠诚的对象。在中东地

区 ,苏联可以利用反犹主义打击支持以色列的美

国势力 ,并且还可以赢得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好感。

因此 ,支持犹太人或者反犹主义已经变成了美国

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在这

样的背景下 ,苏联犹太人自然选择离开苏联而投

奔以色列和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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