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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至 1914年东欧犹太移民潮对
英国犹太族群的社会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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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1881至 1914年 ,约 15万东欧犹太移民落户英国。从人口情况看 ,它使英国的犹太人口实现了惊人的增长 ,也

改变了英国犹太人口分布的发展趋势。从职业情况看 ,它使英国犹太人原来趋于分散或多样化的总体就业取向发生了逆转。

从组织情况看 ,它使英国犹太族群原有的一体化局面受到强烈冲击。不过 ,与此同时 ,英国犹太族群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开

始了新的一体化进程。移民固然使英国犹太族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但变化中的英国犹太族群也正在并且必将改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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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至 1914年 ,由于不堪忍受贫困和沙俄的政治与社

会迫害等原因 ,数以百万计的东欧犹太人渐次告别故土 ,纷

纷涌向西欧国家、大西洋彼岸和巴勒斯坦等地 ,从而引发了

犹太民族史上的又一次大流散 ,特别是开启了犹太民族中心

由欧洲向美国和巴勒斯坦转移的历史进程。在此期间 ,约 15

万移民落户英国 ,使规模原本很小的英国犹太族群在许多领

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从社会及经济的视角 ,分析由东

欧犹太移民潮引发的英国犹太族群的主要变化及其趋势。

一

从人口情况看 ,由于大约 15万移民 ①的加入 ,也由于移

民极高的生育率 ,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 ,英国

的犹太人口从移民涌入前的大约 6万人猛增至大约 30万 , ②

实现了惊人的增长。这可以说是东欧犹太移民给英国犹太

族群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影响。

和以往的犹太移民一样 , 1881年以后移居英国的东欧犹

太人也是以伦敦为最主要的存身之所。根据恩德尔曼的说

法 ,选择在伦敦定居的东欧犹太人大约占其总数的 60 -

70%。③在伦敦 ,他们又主要汇集于东区 ,特别是斯特普尼选

区的白色教堂区。据估计 , 1881年 ,伦敦东区有 35000名犹

太人 ,到 1914年时 ,其数字已超过 15万。④正是由于这种增

长 ,伦敦成了当时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的东欧犹太人第三大

移民中心。⑤除了伦敦 ,东欧犹太移民在英国的主要去向是

利兹、曼彻斯特和利物浦 ,
⑥此外还有伯明翰、纽卡斯尔、格

拉斯哥等。

虽然半数以上的移民选择了伦敦 ,但不足半数的移民也

给地方犹太人口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增长。据杰弗里 ·奥德

曼的估计 , 1881年的时候 ,地方各犹太社团的人口总数仅为

2万人。可是 ,到一战前夕 ,这一数字已上升为 10万。⑦相比

之下 ,这是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因为 ,另据鲁宾斯坦以 1851

年和 1914年的情况为对比所做的比较详细的估计 , 1851年 ,

利物浦的犹太人口为 2500个 ,曼彻斯特为 2000个 ,伯明翰

为 750—1000个。如果把苏格兰 ( 250—350 个 )和爱尔兰

(150—200个 )包括在内 ,地方犹太人口的总数约为 15000

个。到 1914年 ,地方犹太人口总数已升至 12万 ,其中曼彻

斯特 3万 ,利兹 2. 5万 (1851年时预计为 100多人 ) ,利物浦

7500,伯明翰 5000,纽卡斯尔 3000,格拉斯哥 6500 (1851年时

不超过 200人 )。⑧由此观之 , 1851—1881年 ,地方犹太人口

在总数方面变化不大 ,但是在 1881—1914年实现了飞跃性

的增长。其中最快的增长发生于利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

等城市。

随着东欧犹太移民的陆续定居 ,英国出现了延续至今的

6大犹太中心。这 6大犹太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人

口 ,如果以恩德尔曼提供的数据为准 ,按大小顺序依次是 :伦

敦 , 18万人 ;曼彻斯特 , 3万人 ;利兹 , 2万人 ;利物浦 , 8000

人 ;格拉斯哥 , 7500人 ;伯明翰 , 6000人。其中前 3个城市的

犹太人口之和占英国犹太人口总数的 80% ,后 3个城市的犹

太人口之和占英国犹太人口总数的 7—8%。⑨曼彻斯特、利

物浦和伯明翰曾是 19世纪中期的 3大地方犹太中心 ,利兹

的犹太人口在 70年代末也已突破了 2000人。因此 ,在一战

前夕 ,如果说这 4个城市是保持了它们的中心地位的话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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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格拉斯哥的中心地位则是在 1881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从以上不难看出 ,东欧犹太移民虽然以其庞大的数量使

英国犹太族群发生了一次人口革命 ,但由于他们大多选择已

有犹太社团存在的城镇定居 ,所以并没有使英国犹太人口的

布局发生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有什么明显变化的话 ,那就

是他们一时间改变了英国犹太人人口分布的发展趋势。

1881年之前 ,英国犹太族群的人口分布呈分散趋势 ,并突出

地体现为伦敦等重要犹太中心的犹太人口从老居住区向郊

区的迁移。然而 ,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大的数量涌入极少数区

域的东欧移民却使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因为 ,无论是在伦

敦 ,还是在其他各主要地方犹太中心 ,移民的汇集之地仍然

是犹太人的传统居住区 ,
⑩如伦敦东区等。而且 ,由于东欧

移民的数目太大 ,居住又过于集中 ,所以 ,他们给英国犹太人

口造成的集中程度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 ,物极必反 ,在人口加速集中的同时 ,为了缓解

由于这种集中造成的各种巨大压力 ,人口分散化的进程

也悄悄开始了。比如 ,在一战爆发之前 ,伦敦东区的部

分犹太移民已经开始从这里迁出。再到一战时期 ,这场

迁出运动又因战争促成的其他地区服装业的繁荣而加

速了。�λϖ 这也意味着 ,在东欧犹太移民的大规模迁入随

着一战的爆发而结束之后 ,英国犹太人口的新一轮也是

必要的分散化进程也开始了。

二

从职业情况看 ,东欧犹太移民使英国犹太人原来趋于分

散或多样化的总体就业取向发生了逆转。这是因为 ,东欧犹

太移民虽然数量庞大 ,但是就业渠道却过于狭窄 ,只局限于

相当有限的几种职业领域 ,如制衣、制靴、制鞋、制帽、家具、

烟草和街头贩卖等。�λω以 1901年的统计数字为例 ,在男性东

欧犹太移民中 ,大约 40%的人是成衣工 ,大约 12 - 13%的人

是制靴工和制鞋工 ,另有大约 10%的人从事家具制作 ,并且

以制作橱柜为主。�λξ不难看出 ,在有限的几种行业中 ,仅广义

上的服装业就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可见他们的就业

选择面是何等的狭窄。

当然 ,以上只是就大致情况而言的。具体说来 ,一方面 ,

移民的职业并不稳定 ,而是具有相当大的摇摆性。另一方

面 ,犹太人在各地的从业情况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依照恩

德尔曼的说法 ,移民的职业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零售

业 ,如店铺经营、典当、街头和市场贸易等。其二是小作坊制

造业 ,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服装、家具等行业。与以往的移民

相比 ,在东欧移民中专门从事零售业的人只是不足其人口总

数的三分之一的少数。在伦敦的东欧移民当中 ,零售业的从

业者所占的比例更小。不过 ,由于失业情况频频发生 ,阶段

性的失业者往往会临时加入虽然收益更小但有望糊口度日

的街头和市场贸易。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移民工人和移民商

贩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身份界限 ,因为一些移民既是工人又

是商贩。至于什么时候当工人 ,什么时候做商贩 ,则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气候的凉热。与伦敦相比 ,在地处英格兰

中部、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各犹太社团 ,移民从事零售业

的情况比较普遍。以 1891年格拉斯哥的高巴尔斯 ( Gorbals)

为例 ,在东欧犹太移民当中 ,从事街头贩卖的人多达 35. 2% ,

另有 13. 4%的人则做经销生意或经营店铺。也就是说 ,在这

里 ,接近半数的移民靠小生意维生。即使如此 ,从事成衣加

工的人也还是多达 33% ,另有 13%的人从事香烟和镜框制

作等。至于伦敦 ,在 1901年的时候 ,几乎三分之二的男性东

欧犹太移民集中在服装、鞋类和家具这三个行业 ,其中从事

成衣加工的人差不多占其总数的一半。在利兹 ,从事成衣加

工的移民在其总数中占有更高的比例。以 1891年的数字为

例 ,在成年移民当中 ,成衣工的比例高达 72%。直到 20世纪

20年代 ,在当地会堂结婚的男性东欧移民中 ,仍有 62%的人

如果不是成衣工 ,就是与成衣加工相关的职业者。�λψ除了上

述的一些主要职业 ,移民也可能从事其他一些职业 ,如煤气

装修、住宅油漆、铁器铸造等 ,甚至也有在钢铁厂集体从业的

情况。�λζ不过 ,就整体而言 ,从事这些职业的东欧犹太移民是

很少的。

因此 ,依照职业特点 ,基本上可以把在英国落户的东欧

犹太移民分为两类 ,一类是小生意人 ,另一类是小作坊工人。

虽然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并不清晰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 ,

移民中的大多数属于后一类型。而无论属于哪一种类型 ,在

当时的英国都只能算是很低层的职业。不仅如此 ,小作坊还

是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压榨程度极高、与当时英国的反移民

运动密切相关的血汗工场。而移民们之所以主要汇聚于这

两类职业 ,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 ,这两类职业是他们移居英国之前的主要职业。由

于在东欧国家平时广受排挤 ,大多数东欧移民与技术行业无

缘 ,在来英国之前不是小商小贩就是小手艺人 ,来自大工厂

者很少。�λ{以 19世纪末期俄国的栅栏区为例 ,有一半的劳动

力为手艺人和工业劳动者 ,他们主要从事制衣和制鞋业。另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为生意人。而根据 1895—1908年

伦敦东区犹太贫民临时收容所的记录 ,在它收容的大约 9000

名东欧犹太移民中 ,据自称 ,有 29%的人是成衣工 , 11%的人

是制靴工和制鞋工 , 8%的人是木匠 ,还有 23%的人是生意

人。�λ|很显然 ,这两组数字都与东欧移民在英国的实际从业

情况基本吻合。这足以说明 ,东欧犹太移民在定居英国后基

本上保持或沿袭了他们原来的职业 ,甚至可以说他们把自己

的职业带到了英国。

其次 ,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为他们从事原来的职业提供

了某种程度的便利。如果说移民原来的从业习惯决定了他

们即使是在新环境下也更倾向于从事他们所熟悉的职业的

话 ,那么 ,他们能否这样去做同时还取决于新环境是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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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条件。诚然 ,在他们来到英国的时候 ,正

好赶上了英国经济紧缩的年份 ,就业竞争激烈 ,失业现象严

重。不过 ,对既贫穷又没有其他技术的东欧犹太移民来说 ,

这样的情况反倒一方面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除了从事原来

的职业 ,别无其他选择 ,因为在其他行业 ,特别是技术行业 ,

他们不可能有什么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就业方

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因为贫穷使他们不可能像当地人那样

对工作条件和报酬斤斤计较。而且 ,英国的某些行业 ,特别

是他们最擅长的服装业的市场需求和技术状况也为他们从

事原来的职业提供了较好的机会。比如说 ,女式服装、男式

大衣和外套等是东欧犹太移民颇为擅长的项目 ,而 19世纪

后期英国女式服装需求的上升 ———女性社会自由的增加 ,交

通运输的革新、特别是自行车的大量使用等 ,使女性外衣、裙

子和西装的需求渐长 ———无疑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

会。�λ}再比如 ,从 19世纪 80年代末开始 ,在英国的服装业 ,机

器生产基本上完全取代了手工缝纫。而机器生产意味着妇

女和东欧犹太人这样的廉价劳动力比一般的英国男性劳动

力更受青睐。正因为如此 ,英国服装业的从业人员起先主要

是本土的男性 ,后来逐渐以女性为主 ,再到 19世纪末 20世

纪初 ,又几乎是清一色的东欧犹太移民了。�λ∼也就是说 ,东欧

犹太移民不仅以服装为主要职业 ,而且基本上垄断了该行业

的就业。这一点无疑强化了包括英国犹太原住民在内的英

国人对这帮外来户的关注和抵触情绪。

使英国人、特别是那些社会观察家们更加无法容忍的 ,

则是东欧犹太移民对英国血汗工场的恶性发展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诚然 ,东欧移民对英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

视的贡献。比如 ,在服装领域 ,一方面 ,他们带来了一些革新

措施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 ,为了在节省劳动和简化任务的同

时加快生产节奏 ,他们采取了细化劳动分工、即每个工人只

完成一道工序的办法。依靠这一办法 ,他们不仅达到了以较

低成本换取产出增长的目的 ,而且为英国服装业的革新打下

了基础。另一方面 ,随着他们的到来 ,原属俄国和波兰的服

装生产大量转入英国 ,增加了英国的出口贸易。�µυ 再比如 ,在

烟草领域 ,随着东欧犹太移民的大批到来 ,至 80年代后期 ,

犹太人几乎包揽了英国的雪茄制造业。而在此之前 ,这一行

业中的犹太人只占很小的比例。�µϖ 但是 ,他们所从事的加工

业或制造业基本上都是在被称作血汗工场的小作坊里进行

的。这些小作坊是转包合同和外作制的产物。由于发包人

一般只负责提供原料和计件支付报酬 ,并不提供固定或正规

的劳动场所 ,所以作坊通常就设在一些工人家中或其他极其

简陋的秘密场所 ,如阁楼、地下室、里屋、马厩、棚屋、仓库等。

唯其如此 ,这些小作坊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其一

是数量众多。在东欧犹太移民所在的主要区域 ,这样的小作

坊往往数以百计。在 80年代后期 ,伦敦的小作坊已经超过

了 1000家。其二是规模极小。以伦敦东区为例 ,据 1888年

的一项官方调查 ,仅在白色教堂区方圆不到 1平方英里的区

域 ,就有 571家制作男外套的小作坊 ,其中工人数量在 10人

以下的作坊占总数的 70%以上 ,而工人数量在 25人以上的

作坊不足总数的 3%。其三是条件极其恶劣。由于在选址方

面因陋就简 ,在管理方面无章可循 ,大多数小作坊不仅空间

狭小、光线阴暗、密不透风 ,而且垃圾成堆、臭气弥漫 ,极不利

于工人的身体健康。据利兹官方在 1891年所做的调查 ,在

当地 182个犹太人住宅小区的 660家小作坊中 , 301家通风

不良 , 226家工作间脏乱 , 180家厕所污秽 , 59家没有任何排

水设备 , 55家根本没有户内厕所。而在这样的场所里 ,工人

们通常每天要工作 14 - 18个小时 ,其身体往往会受到不可

康复的损害。至于他们的报酬 ,则由于移民的持续涌入和竞

争的不断加剧 ,始终维持在很低的水平。�µω所有这些 ,不仅引

起了一些社会改革家、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的

关注和谴责 ,而且最终惊动了英国政府 ,成为展开移民调查

和酝酿移民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

东欧犹太移民的庞大数量和从业特点 ,也极大地改变了

英国犹太族群的社会结构。在 19世纪 80年代以前 ,从伦敦

到整个英国 ,犹太人的社会结构不仅主要体现为中产阶级化

的演变特点 ,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东欧犹太移民大规

模涌入英国之际 ,贫穷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已从 50年代

初的一半以上变为一半以下 ,中等阶层则从 50年代初的三

分之一发展为大约二分之一。�µξ可是 ,随着东欧犹太人的蜂

拥而至和落户 ,这一结构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由于犹太移民

的数量远远超过犹太原住民的数量 ,移民内部贫民的数量又

远远超过中上阶层的数量 ,从而使英国犹太族群的社会结构

从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结构再次回到以下层阶级为主

的金字塔形结构。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东欧犹太移民

中的大多数人是小作坊工人 ,这又使下层犹太人乃至所有英

国犹太人当中出现了一支令人瞩目的无产阶级队伍。�µψ这一

情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也意味着规模急剧扩张的英国犹

太族群 ,需要再花几十年的时间 ,才有望在社会结构上重现

以往的成绩 ,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三

从组织情况看 ,东欧犹太移民的到来也使英国犹太族群

一体化程度原本较高的局面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主要表现

在 :

一方面 ,伦敦犹太社团和地方犹太社团的关系不再像当

初那样紧密。在以往 ,由于自身规模太小等原因 ,地方犹太

社团没有独立的社团机构 ,它们通常依附于伦敦的大犹太会

堂 ( the Great Synagogue)。�µζ双方的关系可以说相当密切。可

是 ,随着移民的到来和人口的大幅增长 ,一些城市 ———如利

兹、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等 ———的犹太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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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独立性 ,不再完全依附于伦敦犹太社团 ,曼彻斯特和

利兹的犹太社团甚至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社团机构。�µ{

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就全国范围而言 ,由于移民有自

己独立的建构和组织 ,很自然地出现了犹太原住民社团和东

欧犹太移民社团两个营垒。早在 19世纪 70年代 ,早期的东

欧犹太移民已经在组织方面对犹太原住民构成了相当大的

威胁 ,而著名的联合会堂 ( the United Synagogue)正是为化解

其威胁而建立的。�µ|如果说当时东欧犹太移民在人数方面还

处于明显劣势 ,在组织上也不足以同犹太原住民抗衡的话 ,

那么 ,从 1881年起 ,随着东欧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和人数

优势的取得 ,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移民在英国落户以后 ,

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属于自己的机构和组织 ,如意第绪语和希

伯来语报纸、互助会、工会等。更重要的是 ,他们不仅相继建

立了许多小会堂 , �µ}而且以此为基础 ,于 1887年组建了一个

相当于犹太原住民的联合会堂的组织 ,即伦敦会堂联盟

(London Federation of Synagogues,通常简称为 Federation of

Synagogues,即会堂联盟 )。�µ∼无怪乎有人曾经指出 ,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以前 ,英国事实上存在着两个犹太社团 ,一个是说

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移民社团 ,另一个是和他们比邻而居的

英国犹太原住民社团。�νυ

尽管如此 ,双方并没有就此形成完全对等或平行的关

系。这是因为 ,虽然在犹太移民和犹太原住民之间存在着诸

多的差异和分歧 ,但他们毕竟都是犹太人 ,甚至大多是阿什

肯纳兹犹太人。这种天然联系意味着 ,只要他们走到同一个

国度 ,他们就是一个共同体 ,即随着移民的到来而扩大了的

英国犹太族群。相应地 ,在这个共同体中 ,必然存在着双方

的整合问题和以谁为主实现这种整合的问题。而在这样的

问题上 ,犹太原住民社团明显处于主导地位。

这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 ,犹太原住民能够有意识地利用

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财富优势 ,对移民进行较为成功的社会控

制。原住民对移民的社会控制 ,可以说伴随移民进程始终 ,

并且通常以原住民借助其慈善机构 ,对移民实施救助和遣送

等形式体现出来。�νϖ 这主要是因为 ,东欧犹太移民虽然人数

众多 ,但他们毕竟是外来户 ,而且大多数为需要救助或不受

欢迎的贫民。就连前文提到的移民的联合组织会堂联盟 ,从

实际情况看 ,与其说它是移民的独立组织 ,还不如说它是犹

太原住民拉拢、控制和同化移民的工具。这是因为 ,作为它

的创建者、方针制订者和早期资金的主要提供者 ,塞缪尔 ·

蒙塔古不仅是原住民当中的富豪 ,而且是原住民宗教体制的

忠实维护者。他之所以创建会堂联盟 ,是因为作为一名非常

正统的犹太教徒 ,他希望在不至于妨碍族群团结和聚合的前

提下 ,能以这种方式保留小会堂 ,以维护移民宗教的正统性 ,

进而在宗教方面重振英国犹太族群。�νω另外 ,作为会堂联盟

的常务主席 ,蒙塔古不仅为它提供资金、监督其日常事务 ,而

且在使混乱的小会堂秩序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从而也在不

知不觉中把它们的成员导向了英国化的进程。�νξ

另一方面 ,犹太原住民把移民长期排斥在英国犹太族群

的主要管理机构之外 ,从而确保了自己在英国犹太族群当中

的主体地位和优势。�νψ原因是 ,面对在人数上很快超过自己

的东欧犹太移民 ,英国犹太原住民的领导们坚持认为 ,尽管

移民在数量上占据优势 ,但犹太族群的主导权必须完全掌握

在犹太原住民手中。而至少在移民运动结束之前 ,他们的确

做到了这一点。�ν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直到 1914年 ,全体英国

犹太人唯一的官方代表机构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 �ν{仍然

由犹太原住民把持。�ν|

由此可知 ,东欧犹太移民的蜂拥而至 ,固然使英国犹太

族群原有的一体化局面受到强烈冲击 ,但与此同时 ,从总体

发展趋势看 ,犹太人潜在的民族认同感 ,东欧犹太移民的外

来身份和经济劣势 ,以及犹太原住民的积极努力等 ,都实际

上使英国犹太族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开始了新的一体化进

程。只不过 ,这一进程是由原住民主导的 ,并且在当时体现

着他们自己的意志。移民固然使英国犹太族群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 ,但变化中的英国犹太族群也正在并且必将改变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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