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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俄罗斯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犹太自治州诞生于苏联时代 ,迄今已

有 70 余年的历史。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犹太民族行政区 ,犹太自治州的创建与发展有着

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并明显地带有象征意义 ,其中不仅反映出东亚局势的风云变幻、

苏联远东移民与开发的时代特征 ,而且折射出苏联对待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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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世纪 ,犹太人的故乡巴勒斯坦被罗马帝国占据 ,犹太民族从此踏上了长达两千年的漂泊

之旅。1948 年 5 月 14 日 ,根据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在近 1. 5 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宣告成立。此时 ,在黑龙江左岸的一片原始森林地带 ,苏联远东 (今俄罗斯远东) 的“犹太

民族家园”①业已度过 20 年的风雨历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犹太民族行政区 ,犹太自治州的创建与

发展不仅反映出东亚局势的风云变幻、苏联远东移民与开发的时代特征 ,而且折射出苏联对待犹太人

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及其后果。犹太自治州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 苏联在遥远的东

部边疆设立这样一个犹太民族行政区有着哪些意图 ? 犹太自治州在 70 多年间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

路 ? 本文依据近年来俄罗斯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及新发现的档案资料 ,试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一

　　在阿穆尔河 (黑龙江)中游左岸的大弯曲处 ,坐落着俄罗斯 89 个联邦主体中惟一的少数民族自治

州 ———犹太自治州。该州为俄罗斯远东的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及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所

①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国内外犹太研究方兴未艾。近几年 ,随着俄罗斯犹太自治州国家档案馆有关文献资料的相继公布 ,犹

太自治州的创建与发展问题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维克多莉娅 ·罗曼诺娃

和犹太自治州国家档案馆的专家伊丽娜·日尔诺娃分别对犹太自治州的形成及早期移民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另外 ,个别

论述散见于俄罗斯科学院学者有关苏联少数民族迁移与流放、20 世纪俄罗斯人口变化及俄罗斯社会史等方面的出版物中 ,

如 Ю. А. 波利亚科夫主编的《20 世纪俄罗斯人口史纲》( Ю. А. Поляков, НаселениеРоссиивX X век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莫斯科 2005 年版 ;帕·马·波良的《非己所愿 :苏联强迫迁移的历史与区域》( П. М. Полян, Непосвоейволе. . . :

Историяигеография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хмиграцийвСССР) ,莫斯科 2001 年版。总体而言 ,关于犹太自治州的历史与现状问题

至今尚缺乏专门著述。



环绕 (与中国的边界线绵延 584 公里) ,面积为 3. 6 万平方公里 ,占俄罗斯联邦领土面积的 0. 2 % ,为

俄罗斯远东联邦区 10 个联邦主体中最小的一个。

犹太自治州所在区域原为中国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

约》(1858 年 5 月 28 日) ,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今犹太自治州辖区即在其中。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俄国出于军事战略目的 ,加速东部边疆地区的移民、开发步伐。自 1891 年 5

月 ,俄国动工修筑举世闻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1908 年以后 ,随着阿穆尔铁路的敷设 ,在横贯今犹太

自治州的铁路沿线上陆续出现几处居民点 ,其中包括建于 1912 年的季洪卡亚 ,即今天的犹太自治州

首府比罗比詹。

苏联时代 ,比罗比詹地区的开发同沙皇统治下备受欺凌的犹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苏维埃政

权建立初期 ,列宁倡导的民族自治原则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1926 年 11 月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米·伊·加里宁在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代表大会上表示 ,必须将“大部分犹太人变成定居的、至

少有数十万人聚集的农业居民”。短短几年间 ,世界上第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在俄罗斯远东逐步形成。

1928 年 3 月 28 日 ,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远东边疆区阿穆尔沿岸地带的空闲

土地划归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委员会以供犹太族劳动者集中居住》的决议 ,并确定在条件充分的情

况下 ,将于阿穆尔沿岸地带设立犹太民族行政区。1930 年 8 月 20 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

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远东边疆区组建比罗比詹民族区》的决议。翌年 ,比罗比詹民族

区最早的犹太居民点季洪卡亚更名为比罗比詹工人新村。1934 年 5 月 7 日 ,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

会的决议 ,比罗比詹民族区升格为犹太自治州。1937 年 3 月 2 日 ,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

犹太自治州的行政中心比罗比詹工人新村获得城市地位。自 1938 年 10 月 20 日起 ,犹太自治州隶属

于新成立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苏联解体以后 ,犹太自治州脱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成为独立的俄罗斯联邦主体 ,但是它未能

像俄罗斯境内其他 4 个自治州 (卡拉恰耶夫 - 切尔克斯自治州、阿迪格自治州、戈尔诺 - 阿尔泰自治

州、哈卡斯自治州)那样升格为共和国 ,而是依旧保持着原来的称谓。

二

　　十月革命前 ,犹太人是俄罗斯帝国境内繁衍快、人口多的一个少数民族。1795 年 ,俄国的犹太人

口总计 75 万至 80 万 ,在各民族人口之中列第九位 ①。根据 1897 年人口普查资料 ,俄罗斯帝国有

521. 58 万犹太居民 ,为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 ,大致集中了全球 2/ 3 的犹太人。20 世纪初 ,犹太民

族位居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之后 ,为俄罗斯帝国第五大民族。当时 ,大约只有 4

万名犹太人散居于幅员辽阔的西伯利亚 ②,主要在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

次克、叶尼塞斯克等大城市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波兰和立陶宛恢复独立、罗马尼亚实现民族

统一 ,俄国大批犹太居民转而成为这些东欧国家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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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14 年 ,列宁曾指出 ,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民族受到犹太民族所受到的那种压迫和迫害 ,必须

废除对犹太人权利的一切限制性法律 ,保障犹太人同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 ①。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 ,

犹太人问题便受到特别关注。1918 年 1 月 ,俄罗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附设犹太民族事务委员部 ,

以领导援助与安置犹太居民的工作。那时 ,苏俄境内的 200 余万犹太居民基本分布于乌克兰西部的

几个州及白俄罗斯 ,即沙俄时代在西部划出的“犹太人居住区”。

20 年代初 ,美国犹太慈善组织“焦因特”(“犹太战争难民援助基金分配委员会”) 建议苏联在乌克

兰南部和克里木半岛北部设立犹太自治区 ,并承诺提供大笔贷款。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中的三位犹

太裔委员列 ·达 ·托洛茨基、列 ·鲍 ·加米涅夫、格 ·叶 ·季诺维也夫以及政治局委员尼 ·伊 ·布哈

林、粮食人民委员亚 ·德 ·瞿鲁巴、外交人民委员格 ·瓦 ·契切林等对此表示赞同。俄共 (布)中央政

治局经讨论后认为 ,犹太自治区宜设于俄罗斯的克里木半岛 ,由此产生了“克里木方案”。然而 ,俄共

(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主张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克里木方案”。1924 年 8 月 29 日 ,苏联中央执行委

员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两个专门机构 :其一为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委员会 ,隶属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

会民族院主席团 ,直接从事土地划拨和移民工程 ;其二为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 ,负责舆论宣传、

筹集资金以及组织移民的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等工作。在这两个机构的积极推动下 ,克里木半岛的

犹太民族区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

克里木半岛濒临黑海、亚速海 ,属温带草原气候 ,且靠近东欧犹太人的传统聚居区 ,但苏联在这里

建立犹太自治区的尝试无果而终 ,其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 ,早在 1921 年 10 月 18 日 ,克里木半岛即

建有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克里木方案”遭到当地政府和居民 (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

靼人)的坚决抵制。第二 ,经苏联政府的准许 ,约 20 万鞑靼族侨民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重

返故土 ,地窄人稠的克里木半岛因此面临土地不足的困境。如果苏联政府执意实现“克里木方案”,克

里木半岛势必变成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信徒之间利益冲突的发源地。第三 ,同托洛茨基和托洛

茨基分子、同党内左翼和右翼势力的斗争以及对“人民的敌人”的揭露与审判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克里木方案”的命运。1933 年以后 ,苏联党内斗争愈演愈烈 ,苏联政府对“克里木方案”很快失去兴

趣。

为了寻找“没有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多支考察队分赴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区、北高加索草原

等地区。1927 年夏 ,受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委员会的委托 ,农学家鲍 ·利 ·布鲁克教授率领科学

考察队前往远东比罗比詹地区。该地区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 ,矿物资源较为丰富 ,其主要居民、

支持白匪活动的阿穆尔哥萨克在国内战争时期多已离散。根据 1926 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 ,这里共有

500 余人 ,其中包括 284 名俄罗斯人、160 名乌克兰人、13 名白俄罗斯人、73 名朝鲜人、30 名中国人。

依据专家们的考察结果 ,比罗比詹地区被确定为辟建“犹太民族家园”的合适区域 ,“比罗比詹方案”应

运而生。

“比罗比詹方案”得到联共 (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及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中央执行委

员会主席米 ·伊 ·加里宁和具有犹太血统的联共 (布) 中央书记拉 ·卡冈诺维奇等领导人的支持 ,进

而在 30 年代最终取代了“克里木方案”。该方案之所以备受苏联高层人物的青睐 ,并被加以实施 ,主

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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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加强远东边境地带的安全防卫。远东地区与日本隔海相望 ,与中国有着三千多公里的漫长

边界线 ,对苏联来说 ,其地缘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 20 年代末以来 ,东亚局势的复杂多变引起苏

联的高度警觉。1929 年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爆发 ,导致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1931 年日本发

动“九一八”事变 ,中国东北三省迅速沦陷。1932 年 ,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长春为中心建立

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与此同时 ,日本密切关注着苏联的“比罗比詹方案”。1934 年 ,日本炮制出臭

名昭著的“河豚鱼计划”,拟将 5 万名德国犹太人迁至中国东北 ①,以利用犹太人的资金及其对美国的

影响力在东北地区站稳脚跟。面对日本的威胁和挑战 ,苏联政府着力加强远东边境地带的防卫。比

罗比詹民族区的移民策略有所改变 ,一是采取招募办法吸引移民 ,二是依靠全盘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被

剥夺的农民来增加非犹太族人口的流入 ,三是动员退役的犹太族红军战士到这里安家落户。1934 年

5 月 ,苏联宣布设立犹太自治州 ,此举也是针对日本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所做的一种对抗性回应。

第二 ,吸引高技能劳动力 ,加速远东开发步伐。远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森林、水产、有色金

属等自然资源 ,对苏联来说 ,其经济开发意义至关重要。然而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连绵不断的

社会动荡 ,远东人口形势急剧恶化。远东南部边境省份仍依靠朝鲜移民和中国移民保持人口增长。

根据 1926 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 ,方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远东边疆区仅有 160 万人口 ,其中包括 16. 9

万名朝鲜人、7. 7 万名中国人和约 1000 名日本人 ②。1925 年 12 月 ,联共 (布)“十四大”提出国家工业

化的方针 ,苏联开始采取优惠、鼓励政策向远东地区大量移民。吸引犹太移民实际上是苏联远东移民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比罗比詹方案”,将在一定程度上为远东地区提供传统上由犹太人保证

的高技能劳动力。

第三 ,抵御犹太复国主义思潮 ,营造独具特色的“巴勒斯坦”。十月革命前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

俄国影响颇深 ,各组织成员约有 30 万人。1919 年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作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被苏

俄政府取缔。20 年代末 ,苏联废除“新经济政策”,一些犹太居民的生活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势下 ,犹

太复国主义思潮在苏联日渐盛行。许多人考虑回归“圣地”巴勒斯坦。对于苏联而言 ,这意味着熟练

劳动力与智力资源将严重流失 ,也就是苏联将失去大批最优秀的医生、教师、技术人员、工厂管理者、

物理学家、化学家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其他科研工作者。苏联希望将犹太人的注意力从犹太复国主

义转向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方案 ,幻想比罗比詹成为全世界犹太人心驰神往的家园 ,从而给犹太复

国主义思潮以沉重的打击。

应该指出的是 ,俄共 (布)犹太局领导人亚 ·布拉金和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领导人尤里 ·

拉林等许多有识之士从一开始便对“比罗比詹方案”表示置疑。他们认为 ,比罗比詹一带偏僻、荒凉 ,

移居者和慈善家的热情将逐渐冷却下来。然而 ,1928 年苏联确定了远东边疆区开发计划 ,同年载着

犹太移民的第一列火车义无返顾地驶向遥远的东方 ⋯⋯

三

　　1928 年 5 月 ,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的数百名犹太移民千里迢迢抵达季洪卡亚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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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边境上这片寂静的原始森林地带迎来了一个陌生的民族 ①。

苏联在远东边疆区创建“犹太民族家园”的举动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间引起反响。许多犹太组

织慷慨解囊。美国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在费城、洛杉矶及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尼伯等城市举行

群众集会 ,筹措大量资金。到 1928 年 7 月 1 日前 ,该协会已将 11 台拖拉机、6 辆摩托车、2 辆汽车及

其他一些设备运往比罗比詹。自 1931 年 7 月起 ,大批国外犹太人不远万里来到比罗比詹。到 1932

年 ,比罗比詹先后接纳了大约 1100 名国外犹太人 ,他们主要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法国、德国、比利

时、波兰、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勒斯坦。尽管苏联的“犹太民族家园”受到西方一些

媒体的肆意诋毁 ,直到 1937 年 ,仍有苏联及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的犹太进步人士远道而来。

苏联对比罗比詹地区实施了以农业为主的综合性开发。1934 年犹太自治州诞生之时 ,这里已有

缝纫厂、几家砖厂、发电站及日后比罗比詹最大的企业 ———远东农机厂。1935 年 12 月 29 日 ,贝加

尔 —阿穆尔铁路劳改营第 13 支队以超常的速度出色地完成了比罗比詹火车站扩建工程 ,比罗比詹出

现了第一座石结构建筑物。1938 年 ,始建于 1911 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居民点奥布卢奇耶成为

犹太自治州的第二座城市。

随着犹太人的不断涌入 ,比罗比詹逐步朝着苏联犹太民族文化中心的方向发展。1930 年 ,犹太

文的《比罗比詹之星报》和俄文版的同名报纸先后问世。1934 年 ,以犹太文学大师肖洛姆 —阿莱汉姆

命名的犹太剧院和犹太自治州科学图书馆相继创办。犹太自治州的犹太移民在苏联犹太人口中的比

例虽然微乎其微 ,但却成为苏联犹太民族文学与艺术舞台的主要角色。有关犹太移民的素材广泛反

映在苏联文学、摄影和电影等文化作品之中。描写比罗比詹的有最负声望的犹太散文作家达维

德 ·别尔格利松 ,还有杰尔 ·尼斯捷尔、佩列茨 ·马尔基什、达维德 ·戈弗斯坦等作家。埃姆 ·卡扎

克维奇、鲍利斯 ·米勒等一代青年文学家也在比罗比詹脱颖而出。

1937 —1938 年 ,“大清洗”使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蒙受劫难。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委员会和

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等苏联各犹太组织作为“特务巢穴”被摧毁 ,其干部、员工成了“人民的敌

人”。犹太自治州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瑟夫 ·利别尔伯格、州委书记马 ·帕 ·哈夫金等许多领导干部被

指控支持“托洛茨基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而被处决或遭迫害。来自国外的犹太移民大多被指控

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充当美国、日本间谍而遭逮捕。博物馆、犹太教会、报社、学校、剧院等各类

犹太文化机构被查封。犹太自治州同国外犹太人机构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自 1938 年起 ,即使本国

公民迁移到犹太自治州也几乎不再可能。

卫国战争爆发后 ,犹太自治州的经济转入军事化轨道。战争期间 ,犹太自治州向前线运送了 48

列重型武器和粮草、被服等军需物资、1500 车皮弹药、38 车皮军用卫生物资及食品和慰问品 ,同时有

1. 2 万余人奔赴前线 ,其中约有 7000 人牺牲或失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 ,苏联试图通过发展东部工业的途径带动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增长。犹

太自治州迎来一段令人难忘的繁荣岁月。比罗比詹制鞋厂、糖果点心厂、毡靴厂和水泥厂陆续投产 ,

现有企业在扩建。在比罗比詹以及许多村镇的街头巷尾 ,现代犹太语不绝于耳。1946 年 4 月 4 日 ,

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一项有关扶植犹太自治州文化教育工作的决议 ,准许《比罗比詹之星报》由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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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周一期改为每周二期 ,而该报俄文版的印数增至 1 万份 ,版面扩大为 4 个。此外 ,在犹太自治州

还建立了图书出版机关 ,出版犹太语丛刊。同年 5 月 ,比罗比詹游击队员大街以犹太经典作家肖洛

姆 —阿莱汉姆的名字重新命名。特别是在以色列建国前夕 ,为了防止犹太复国主义思潮蔓延 ,苏联曾

酝酿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旗帜下把国内所有犹太族公民 ———从集体农庄庄员到科学院院士及

国外的大部分犹太人聚拢过来 ,将犹太自治州提升为犹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犹太人有组

织的或自发性的移民活动源源不断。1947 年春 ,来自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中亚等国内各地区的犹太

移民多达数百户。1947 —1948 年 ,12 辆移民专列自乌克兰的赫尔松、尼古拉耶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

斯克和敖德萨驶来 ,移民人数近 1 万 ,这对于犹太自治州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可是 ,好景不长。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的迅速恶化给苏联犹太人的命运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1949 —1953 年犹太自治州良好的发展态势被阻断 ,犹太民族文化日益萎缩。此后的 30 多年里 ,除了

州的名称和犹太文的《比罗比詹之星报》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人联想起犹太自治州的民族

属性。尤其是 1969 年 3 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 ,犹太自治州顷刻间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军事基地。在

苏联的犹太人中间 ,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 ,即比罗比詹是犹太人流放地。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

说 ,以色列才是梦寐以求的“乳蜜之源”。

1956 年 8 月 29 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 ·赫鲁晓夫在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代表团时指出 ,

苏联投入大量资金建起了比罗比詹 ,但犹太人只在这座城市留下一些犹太语的标记。1958 年 4 月 9

日 ,赫鲁晓夫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杂志》采访时正式承认 ,“比罗比詹方案”是不成功的。

四

　　由于自然条件与人为因素的影响 ,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缺乏吸引力 ,其突

出表现是移居者数量有限、移民外流现象颇为严重。1928 年 ,也就是犹太人迁居比罗比詹的第一年 ,

即有 60 %以上的移民回流或移居远东其他地区。1928 —1933 年间 ,约有 2. 15 万名犹太人迁移到比

罗比詹地区 ,但其中 1. 15 万人最后离开了阿穆尔沿岸的“红色锡安”①。尤其是俄罗斯独立以来 ,迫

于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 ,犹太自治州的犹太人不仅流往国内其他地区 ,而且大量流向国外。仅在苏联

解体后的七年间 ,犹太自治州即有近 6000 名犹太人徙居以色列、美国、加拿大和德国。

事实上 ,俄罗斯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明显带有象征意义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 ,总体上看 ,犹太人并非犹太自治州的主体民族。1934 年 5 月犹太自治州设立之时 ,犹太居

民占 20 % ,这大概是迄今为止的较高比例。二战以后的苏联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犹太居民在犹太自

治州人口中一直占较小比例。1959 年 ,犹太人占犹太自治州人口的 7. 7 % ②。1970 年 ,犹太自治州的

犹太居民总计 11452 人 ,仅占该州人口的 6. 6 % ③。1979 年 ,犹太人占该州人口的 12 %。此后 ,犹太

居民在犹太自治州人口中的比例基本呈下降趋势。1989 年 ,犹太自治州总人口为 20. 09 万 ,其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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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人占 83. 2 %、乌克兰人占 7. 4 %、犹太人占 4. 2 %、其他民族占 5. 2 % ①。截至 2004 年 1 月 1 日 ,

犹太自治州总人口减至 18. 98 万 ②,其中犹太人的比例仅逾 4 %。

第二 ,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仅为国内犹太人口的极小部分。20 世纪 30 年代末 ,犹太自治州的

犹太人口达到最高峰时约为 4 万 ,而同期苏联和俄罗斯的犹太人口分别为 200 万、120 万左右。1959

年 ,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为 14269 人 ,仅占苏联犹太居民总数的 0. 7 %。1979 年 ,苏联境内的犹太

人共计 181. 1 万 ,基本上居住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等加盟

共和国的大城市里 ,只有 2 万余人居住在犹太自治州。1989 年 ,苏联的犹太族人口总计 172 万 ③,而

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不足 8500 人。目前 ,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犹太人主要分布于欧俄的大城市 ,莫

斯科、圣彼得堡的犹太居民均在 10 万人以上 ,而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仅有 8000 人左右。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大体可归结如下 :

首先 ,远东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令犹太人难以接受。犹太自治州地处偏僻、落后的远东边疆 ,远离

苏联犹太人的传统聚居地 ,远离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对习惯于发达地区生活的犹太人很难产

生吸引力。该地区冬季漫长而干冷 ,夏季阴雨连绵、洪水频仍 ,且土壤沼泽化严重 ,西部一带为蜿蜒起

伏的山冈 ,这样的自然条件更令绝大多数犹太人望而却步。尽管犹太移民享有保留语言、文化、宗教

信仰、传统习俗等诸多权利 ,但是“比罗比詹方案”的支持者和响应者并非想象的那么多。早期的犹太

移居者当中 ,不乏一些心血来潮者或在其他地方无以为生的单身汉 ,或深受 1929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

影响的外籍犹太人。苏联时代 ,仅在全国范围内 ,犹太自治州便无法同克里木半岛等气候和暖的平原

地区相媲美 ,其移民规模从未接近过克里木。

其次 ,大批苏联 (俄罗斯)犹太人向往国外生活。苏联时期 ,犹太人的社会生活明显改善 ,但是犹

太民族仍屡次遭受直接或间接的伤害 ,如“大清洗”运动、强制迁移一些少数民族及 1948 —1949 年的

反犹浪潮、1953 年的“医生间谍案”等。当时苏联政府还设立专门委员会 ,以负责将犹太人流放西伯

利亚的行动。赫鲁晓夫时代 ,犹太人非但不能在外交、外贸、安全等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而且在教

育、旅行等方面依然受到歧视。苏联所采取的一系列反犹、排犹做法使得犹太居民普遍怀有不同程度

的不满情绪。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 ,离开苏联的犹太人逐年增多。70 年代后 ,为了改善与西方国家

的关系 ,苏联对要求移居国外的犹太人放宽了限制 ,苏联犹太人似潮水般地涌出国门。1961 —1970

年 ,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只有 1. 01 万。1971 —1980 年 ,移居国外的犹太人达 24. 89 万 ④。90 年代俄罗

斯经济转轨以来 ,犹太人向国外迁徙的势头愈发强劲。在苏联 (俄罗斯)犹太人的移民对象国当中 ,以

色列所接纳的人数居高不下 :1948 —1963 年为 5 —7 万 ,1970 —1982 年为 18 万 ,1989 —2002 年为 93

万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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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众多犹太难民被苏联拒之门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为了躲避法西斯分子的残酷迫害 ,大

批犹太人历经周折逃离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坐落于

黄浦江畔的中国上海在 1933 —1941 年间接纳了近 3 万名犹太难民 ,因而成为东亚最大的犹太人避风

港。可是 ,号称“犹太民族家园”的苏联犹太自治州却未成为犹太难民的栖宿之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苏联的犹太民族文化一度复苏。1987 年 ,在比罗比詹获得城市地位 50 周

年之际 ,比罗比詹音乐厅落成。一批犹太文题词赫然镌刻于该市的公共建筑物上。1988 年 ,比罗比

詹开办了传授犹太语和现代希伯来语的星期日学校。1989 年 ,比罗比詹师范学院成立 ,是为犹太自

治州第一所高等学府。犹太自治州在苦苦探寻着理应属于自己的一切 ⋯⋯时至今日 ,在俄罗斯远东

的“犹太民族家园”,犹太人口仅占 4 %左右。尽管如此 ,犹太自治州的居民并不希望改变沿用 70 年

之久的犹太自治州这一名称。在比罗比詹 ,犹太民族的文化气息正悄然增长着 :每两年举办一次犹太

人文化节 ,犹太中学、幼儿园开设犹太语言文化课 ,2004 年为伟大的犹太作家肖洛姆 —阿莱汉姆竖立

了一座纪念碑等等。近年来 ,随着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形势的逐步好转 ,犹太自治州还出

现了犹太人从以色列、德国回归的新迹象。

[本文作者王晓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

(责任编辑 :张 　丽)

·书　　讯·

斯特恩斯撰写的《全球文明史》由中华书局于 2006 年出版。此书主要是为读者提供这样一种真

正的全球史 :它既探讨世界主要文明的发展阶段 ,也强调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之间交互作用的主要阶

段。依据世界上各个地区其增强或者是衰弱的重要性的程度 ,考察所有地区的历史。它也通过考察

诸如移民、贸易、宗教的传播、疾病、作物交换和文化交流等跨文明发展现象将跨区域事件纳入视野。

世界上的所有文明 ,既包括西方文明 ,也包括那些在世界历史教科书里有时被忽略的文明 ,如亚洲的

游牧社会、拉丁美洲社会、环太平洋地区社会和非城市居民社会等 ,在这部教材中也受到了关注。

(君)

罗伯特 ·B. 马克斯撰写的《现代世界的起源 ———全球的、生态的述说》由商务印书馆于 2006 年

出版。本书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策划的全球史译丛中的一本。本书探讨了 1400 - 1800 年间全球

的经济发展状况 ,指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在印度和中国 ,而非西方。本书的主要观点是通过全球视

野来重新解读传统的历史 ,对欧洲中心主义提出质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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