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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美国犹太移 民地位的变化

邢 宁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

山东 聊城 2 5 2 0 59)

【摘 要 〕犹太裔移 民是美国移 民族裔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对美 国的发展产生 了 巨大的影响
。

纵观美 国的移 民史
,

早期

来到美国的犹太人基本处在社会的边缘
,

但是经过几代人的奋斗
,

他们 的地位发生 了重大转变
,

原本处 于边缘地带的 少

数族群俨然已 经成 为美国的主流群体
,

其中的原 因值得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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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犹太人移居美国的阶段划分

根据犹太移民在美国的移民规模和影响力 河将

犹太人移居美国的历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 ( 1 6 5 4 年
一 17 7 6 年 )

。

16 5 4 年 2 3 名

塞法迪犹太人从巴西乘坐 一艘小船最早抵达新阿姆

斯特丹 这是犹太 人移居英 属美洲殖 民地 的最 早记

录
。

在此后的百年中 航太移民的数量一直较少
。

到

17 7 6 年 美 国建 国 时
,

全 美 国 的犹 太移 民大约 只 有

2 5 0 0 余人
。

究其原因
,

主要在于 : 相较 于欧洲强烈的

反犹氛围
,

美洲殖 民地虽然相 对自由并充满机会
,

但

美洲殖民地条件较为艰苦
,

而且 受距离遥远
、

交通工

具不便 以及安全等因素的制约 这都让美洲殖民地对

犹太移 民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

第二个阶段 ( 17 76 年
一 18 80 年 )

。

在这 一阶段
,

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 汉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从

欧洲移居美国 并且 以德国犹太人 ( 阿兹肯纳齐犹太

人 ) 为主
。

这种趋势也改变了以往美国犹太移民以塞

法迪犹太人为主体的局面
。

这一股移 民浪潮从 19 世

纪 4 0 年代左右进入高潮
,

到 60 年代
,

在美国定居的

犹太移 民达到了 巧 万人
。

到 1 8 80 年 美国的犹太人

总数约为 25 万人
。

在这 一阶段
,

由于德国犹太人素

质普遍较高
,

且能快速融入美国社 会
,

因而越来越多

的犹太移 民步入 中产 阶级
。

虽然这 一阶段犹太移 民

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从总体上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

改变 但他们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并进入美国的上层社
日

乙、

2 又 0

第三个阶段 ( 18 81 年
一 19 24 年 )

。

这 一阶段是犹

太人移居美国最重要的一个 阶段 在这一阶段犹太移

民的规模迅速壮大
。

在这一阶段 移居美国的主要是

东欧犹太人
,

起 因是 18 81 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遇刺身亡
,

而嫌犯 中就有犹太人
,

这引起俄国全国范

围内大规模的反犹浪潮
。

仅在 当年就有约 5 6 00 名俄

国犹太人移 民美国
,

第二年则达到 13 0 0 0 余人
。
〔`〕罗

马尼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

由于罗马尼亚当局对当

地犹太人的管理严苛 使得当地犹太人的生活处境每

况愈下 这迫使 罗马尼亚犹太 人开始大 规模移居 美

国
。

19 0 0 年约有 5 0 万东欧犹太人涌进美国 2 4 年之

后也就是 19 24 年 移居美 国的东欧犹太人 竟攀 升至

近 2 00 万人 这也使同时期在美国的犹太移 民总数达

到 35 0 万人之众
。

在这一阶段
,

数量庞大的东欧犹太

移民进入美国后的情况大致类似 : 生活贫困
,

不懂英

语 只能接受当地犹太组织的救济
。

但这种情况在第

二代犹太人身上迅速发生转变 新生代犹太人 由于普

遍接 受了良好的教育
,

文化程度较高
,

他们进入各行

业并迅速成长为行业精英 这初步奠定 了之后犹太人

在美国的地位
。

第四个阶段 ( 19 3 7 年
一 二战结束初期 )

。

这是成

规模移民的最后一个阶段 美国大量接收了二战欧洲

中的犹太难 民
。

2[] 虽然这一时期犹太移 民的总体数量

有限
,

但却为美 国带来了大批优秀人才
,

例如爱因斯

坦
、

奥本海默等
,

这些人 为美国的发展起到 了关键作

用
。

二
、

美国反犹浪潮出现的原因

18 8 0 年对于犹太移 民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 ,l 8 8 0

年后随着大批东欧犹太移 民的迁入 使得在美犹太移

民的规模迅速扩大
。

但与此同时 航太移 民却面 临着

在美国最大 的一场考 验
,

那就 是美 国反 犹浪潮 的掀

起
。

(一 ) 宗教上的分歧

宗教分歧是美国反犹浪潮的源点 基督教 虽然脱

胎于犹太教 但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却对犹太教十分

仇视 并极力丑化犹太人
。

从耶稣遇难的传说 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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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找到基督教徒 敌视犹太人 的依据
,

在他们 心 目

中 航太人 自私自利 的叛徒形象根深蒂固
,

并认为犹

太人需要为耶稣 的死负责
。

在美国欧洲裔移 民的思

维中 航太移 民从 一开始就是
“

异类
” ,

每当出现问题

和威胁时都将矛头指 向犹太人
。

犹太人一直生活在

偏见之中
,

很 少有基督徒不 曾轻视过 亚伯拉 罕的子

孙
。

传教士从来没有停止过强行要求犹太人改宗
,

以

拯救他们的灵魂 同时灭绝犹太教
。

(二 ) 种族主义理论的泛滥

种族主义理论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甚大
,

乐于

将人类的种族分 为
“
上等

”

和
“

劣等
” ,

而犹太人就在

他们所划分的
“

劣等
”

之列
。

尤其是 18 80 年的大批东

欧犹太移 民外表
“

怪异
” ,

生活贫困
,

知识水平较低且

信仰犹太教
,

因此 当时美国社会更加排斥犹太人
。

3[]

当时美国主流群体甚至声称犹太人不属于白人范畴
,

而是属于劣等的
“

混血
”

人种 会危害到美国主流 的盎

格鲁一撒克逊人种 并主张严禁与犹太人通婚
。

同时

大量报纸
、

杂志公开宣称犹太人的
“

劣等
”

厅民多商店
、

酒店
、

学校
、

社会组织和团体都公开歧视犹太人 并一

度有
“

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
”

的标语出现
。

( 三 ) 经济实力的崛起引起美国社会的 恐惧

初来美国的东欧犹太人在一无所有的背景下开

始艰苦创业
,

经过 几十年的奋斗
,

他们的生活处境和

经济地位有较大转 变
,

大 批东欧犹太 人成 为中产阶

级 并逐渐成为经济领域的精英
,

进而得以迈进富裕

阶层
。

尤其是在美国的新生代犹太人 他们从小受到

良好的教育
,

进入 社会后更是出类拔萃
,

这在 一定程

度上降低 了西欧
、

北欧移 民后裔的竞争力
,

增加 了他

们的就业压力
。

因此
,

类似
“

犹太人控 制美国经济
”

“

犹太人危害美国经济
’ `

犹太人攫取美国财富
”

的声

音不绝于耳 这让美国主流群体更加嫉妒犹太人的成

功 不断排斥犹太人
。

但就是在这种困境下 航太移 民及其后裔仍然体

现出坚韧不屈的民族性格 奠定了当前犹太人在美国

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领域的主导地位
,

实现 了从边缘到

主流的本质转变
。

三
、

犹太人获得成功 的原因

( 一 ) 重视教育

犹太民族千百年来一直流散于世界各地 沮长期

受到主流社会 的排斥甚至迫害
。

但无论环境如何变

化 胧太 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始终没有改 变
。

在犹太

人心目中子女教育是头等大事 池是一项神圣的宗教

义务
,

因为犹太教 《旧约 》明确指出 : 要殷勤的教训你

的儿女
。

因此
,

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
,

犹太移 民即使

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也坚持创办本 民族学校 而且犹

太穷人的孩子可以免费就读
。

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
,

犹太人的处境也开始转变 其教育也开始向世俗教育

倾斜
。

原先一贫如洗 的犹太人之所 以能在一两代人

之后发生改变
,

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在于他们将子女送

到最好的学校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从而可 以进入到各

行各业的精英层次
。

与之相对应的是 整个犹太移 民

群体的命运也因重视教育而发生改变
,

由此也奠定了

其 日后的社会地位
。

(二 ) 经济领域的成功

犹太民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善 于经 商和积

累财富 正如西方谚语所说的那样
`

犹太人进入市场

如鱼得水 胧太人会从稻草堆里找 出金子
。 ”

4[] 从早期

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开始做起 航太移 民凭借着 自身

的勤劳和智慧在陌生的土地上奋斗 通过几代人 的努

力和财富积累 使他们得 以逐渐进入经济领域的各行

各业 并逐渐取得相关领域的主导地位
。

在这个过程

中 航太移民的财富不断积 累
,

使其成 为美国社会的

精英阶层和富裕阶层
。

也正是源于这种经济影响力
,

使人 口规模十分有限的犹太移 民成为美国社会的主

流群体
。

另一方面 美国犹太人也正是凭借着强大的

经济实力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舆论施加影响 从而进

一步维护本族群的利益
。

(三 ) 团结互 助

犹太人历来被视作主流社会的
“

异类
”

而遭到排

斥 但拥有相同宗教信仰和文化的他们却素来就有相

互帮助的传统
。

大批东欧移 民涌入美国时 池们 一无

所有
,

十分贫 困
,

这时正是先移 民美国的犹太人伸出

援手
。

当欧洲反犹形势不断严峻时 在美犹太人无论

是何分支都极为关注自己的同胞
,

对犹太人遭受 的暴

行和不公平 的待遇进行抗议和示威
。

在犹太复国的

问题 上
,

美国犹太人抛弃成 见
,

团结一致共同向美国

政府施压
,

最终成功帮助以色列建 国
,

并游说美国政

府长期支持 以色列
。

犹太人互相帮助的事例不胜枚

举
,

也正因此
,

才使人 口规模有限的犹太人发挥出了

不同寻常的能力 最终走出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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