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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欧犹太移民的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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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摘 要 S 3771—3F!1 年间大规模涌入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有一种源自文化的对教育和学问的尊重，为

了让子女获得在美国立足和发展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他们甘愿付出子女被“美国化”而与自己相疏远的代价，尽

可能地将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就读。而犹太裔孩子从小受父母的熏陶和教诲，养成了勤奋好学的秉性，在学业上取

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不过，由于其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和纽约市教育体系不完善的原因，他们实际上并未构筑

起一个后人常常称道的“教育神话”。

R关键词 S东欧犹太移民，教育观念，犹太子女，教育成就

犹太人作为美国的“第一模范少数族裔”，其

显赫的教育和经济成就历来受到学者们和普通人

的广泛关注。在论及犹太人的成功经验时，他们无

一例外要提到的因素是犹太人对教育的重视。

3771—3F!1 年间大规模涌入美国的东欧犹太移

民，无疑也携带有这样一种积极教育观。他们有一

种对学识的尊重传统，同时也是为了让子女获得

在美国赖以立身的资本，竭尽所能地将孩子送到

公立学校就读。而犹太裔孩子从小受父母的熏陶

和教诲，养成了勤奋好学的秉性，在学业上取得了

引人瞩目的成绩。不过，由于其家庭经济条件的限

制和纽约市教育体系不完善的原因，他们实际上

并未构筑起一个后人常常称道的教育“神话”。由

于在此期间的东欧犹太移民有 ;1T 定居在纽约

市 R 3 S（>5 "7），所以本文将把研究集中于纽约市。

东欧犹太移民有一种源自文化的对教育和学

问的尊重，为了让子女获得在美国立足和发展所

必须的知识和技能，他们甘愿付出子女被“美国

化”而与自己相疏远的代价，也愿意牺牲眼前的享

受。一踏入美国，他们在子女的教育投入上就表现

出少见的热情。

在东欧犹太社会中，学习是男人和男孩子的

一种义务。男性必须学会读希伯来语，背诵传统礼

拜仪式上繁琐的祈祷语。为此，每个犹太男孩都必

须进入私立的初级宗教学校就读。如果有某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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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太穷，交不起学费，社区就会为其子弟支付学

费，或专门为他们开办由社区资助的宗教学校。成

绩优秀和家庭条件许可的小学生，还可以继续升

到犹太中等学校，在公认的学问高深的拉比指导

下，进行宗教—律法—伦理—哲学方面的学习。有

的犹太男性，终身钻研宗教典籍，希望在其中能找

到指引生活的真谛。学问能给他们带来威望、尊

敬、权威和地位。在东欧犹太人聚居的小镇里，谁

也没有《塔木德经》学者有声望 # ! $ % &’ (( )。而且，犹太

人还将潜心研究学问的人视为完美的男人，不仅

充满智慧，而且品德也无可挑剔，“会成为好丈夫

和好父亲”# ! $ % &’ (" )。

迁居美国后，虽然东欧犹太移民面对的是美

国世俗的公立学校，教育的内容、形式和目标都有

变化，但其对教育的热情有增无减。犹太人在东欧

时就已接受了某种程度的世俗教育或受世俗生活

的影响，对于美国的世俗教育并不抵触。*+ 世纪 ,-
年代，已经有部分犹太人摆脱了传统的枷锁，利用

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开放的教育机会，接

受了世俗思想的熏陶。但是 *+ 世纪 .- 年代早期，

俄国短暂的改革时期结束了，向犹太人开放的教

育和职业机会之门又关闭了。那些寻求在文化上

完全与俄国人融合的犹太人，受到的打击最为沉

重。失望之余，他们随着移民的大潮，远涉重洋，前

往美国这片更为宽容的土地上，以图实现犹太人

“世俗化”及与主流文化相融合的理想。曾致力于

“俄国化/ 的犹太人，最为支持美国公立学校“同

化”犹太人的做法。大多数的普通东欧犹太移民，

虽然只受过极少的正规教育，一般较为正统。但 *+
世纪 .- 年代，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在东欧犹太

人聚居的城市——— 罗兹、华沙、维尔纽斯、明斯克

和敖德萨等地展开 0 很多犹太人已经受了世俗生

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思想上不知不觉向现代转

变 # 1 $ % && ’ 2- 3 2* ) 。这种思想转变使东欧犹太移民具备

了接受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的心理前提。

而更重要的是，犹太人笃信美国是个“机会之

乡”，对依靠教育通向成功之路充满信心。他们告诉

孩子：“在美国，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国土上，一个更好的

国家——— 地球上最好的国家，它不仅流满了牛奶

和蜂蜜，而且充满了机会⋯⋯你如果努力学习，就

能取得成功。”# 1 $ % &’ !2+ )他们热切地将孩子“托付”给

公立学校去栽培。玛丽·安京在 *+*! 年出版的自

传中，就曾深情地回忆起父亲带着“献祭一样的神

情”，将自己和弟弟妹妹领到学校去，似乎觉得以

自己的方式“占领了美国”# ( $ % &’ *1( )。

为了孩子更好地利用美国的机会，犹太父母

愿意做出牺牲，放弃眼前的享受，让孩子尽可能地

接受教育。在东欧，犹太人虽然从经商中获益，但

是“对学识渊博的专门职业者”非常崇敬，对医生

尤其敬畏，几乎将其“视为神话式的人物”# " $ % &’ .. )。

因此，他们期望自己的子女也进入高级专门行业，

既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同时又能保持独立，受人尊

重。为此，东欧犹太移民在杂货店或糖果店从早到

晚的忙活，不辞辛劳地走街串巷叫卖，或是在“血

汗工厂”里呕心沥血，攒下血汗钱，供孩子读书。一

位小贩曾这样告诉《纽约论坛报》的记者：“我做买

卖已经做够了，这叫什么营生？我能为同胞和我自

己做哪门子贡献？⋯⋯我的儿子应该成为一个律

师，有学问，受人尊敬。这就是我站在这里（叫卖）的

原因⋯⋯我的儿子必须要掌握知识，他要去上大

学。”# , $ % &’ *.- )

即便是生活相当艰难的东欧犹太移民家庭，

有时也希望尽其所能，让孩子接受教育，但是现实

条件往往又让他们进退两难。有一位拉扯着五个

孩子的寡妇就曾给《犹太每日前进报》写信诉说苦

衷：“我开了一家商店，雇了一位售货员帮忙，勉强

度日⋯⋯如果让我 *" 岁的孩子退学，就可以辞掉

那个伙计，但是我对孩子的母爱和责任⋯⋯不允

许我这么做。生存这样艰难，我该怎么办呢？我需

要他帮助我经营生意，照顾其他孩子；但同时我又

不能狠下心让他辍学；因为他很好学⋯⋯我将希

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 $ % &&’ (" 3 (, )东欧犹太移民对教

育的热情给当时所有研究这一课题的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美国工业委员会曾以赞赏的口吻写到：

“他们中最贫困的人都要不惜一切牺牲将子女留

在学校里；目前纽约市一个最显著的现象是犹太

人占据了公立学校，不论是在低年级，还是高年级

均是如此。”# " $ % &’ +2 )

受父辈观念的熏陶，犹太男孩自孩提时代起

就渴望成为医生、律师、牙医、会计师和教师。*+-,
年《纽约论坛报》记者对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立学

校——— 纽约市第 *.. 小学一个班级中 1+ 名学生

（绝大多数是犹太裔）的随机调查发现，大多数孩

子已经树立了明确的人生目标：“有 ** 个准备经

商，+ 个渴望成为律师，, 个想当土木工程师，1 个想

当牙医，1 个想当医生，! 个想当教师⋯⋯””# , $ % &’ *.! )

犹太裔女孩对学校的喜欢程度甚至超过男孩

子。在东欧犹太社会，女子在几个世纪里被《犹太

法典》禁锢，得不到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而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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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立学校不存在这种性别歧视，因此犹太裔女

孩当然更为珍惜母亲们未从享受到的教育机会。

公立学校的女教师往往成为她们效仿的榜样，替代

了母亲的角色，代表着一种难以抗拒的更有魅力的

生活方式。很多犹太女孩受老师的影响之深，对老

师的爱甚至超过对母亲的爱 # $ % & ’’( )"，)* +。

当然教育观念，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

撑。虽然犹太人与同时期的其他东南欧移民群体

一样贫困，但与后者相比，具有一定的职业优势。

犹太家庭户主，一般准备在美国长久定居，而且比

其他东南欧父母从事熟练工作的比例高，具备一定

的经济实力，能让子女接受较长年限的教育。一项

对 ,*))—,),- 年间进入美国的犹太、意大利移民

的职业背景研究发现，犹太新移民有 "$. 是熟练

工人，意大利移民只有 /0. #/ % & ’( !- +。早在 ,)-* 年，

东欧犹太社区里，已有相当一部分体力劳动者上升

到白领行业，还有的积累资金创办了企业，零售商

的规模也在扩大。所以，东欧犹太移民有不少人具

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不需要借助孩子的收入来补

贴家用，可以让他们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东欧犹太移民子女不负父母所望，在公立学校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不仅受教育年限、接

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比例均远远高于同期的其他

东南欧移民子女，而且在学校的表现备受称赞。后

人常将犹太人在教育上的成就视为一个“神话”。

犹太移民中几乎所有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都

进入公立学校就读，而同期的意大利移民子女为

)-. 。犹太学生一般每天按时到校上课，旷课的现

象虽然存在，但是人数非常少，缺课的多是犹太女

孩。犹太社区里的童工比例远远低于意大利社区1
几乎所有的犹太孩子都是在完成义务教育法规定

的最低受教育年限之后，才退学的 # * %（’( ,)2）。为此，威

廉·麦克斯维尔曾高度称赞东欧犹太移民“对义务

教育法的遵守”# / %（’( !-"）。

到中学阶段，犹太移民子女的就学率虽然无法

与土生白人相比，但仍远远超过其他东南欧移民群

体子女。,)-* 年，移民委员会的研究揭示，纽约土

生白人六年级的学生有 , 3 / 升入中学就读；而俄

国犹太裔学生中有 ,". ；而南意大利裔学生中只

有 ". 。进入中学后，虽然所有移民族裔学生的辍

学率都很高，但是俄国犹太裔学生进入高年级的比

例与土生白人相似，分别为 ,*. 和 !-. ，而南意大

利裔学生只有 ,,. #* % & ’’( ,)0 4 ,)" +。

在大学阶段，东欧犹太裔学生的比例非常引人

注目。,)-* 年，在移民委员会调查的纽约市八所大

学中，他们占学生总数的近 !0. ；而同期南意大利

裔学生只占 ,. 。在纽约市立大学中，东欧犹太裔

学生占绝对优势，达到 $-. 以上。但是从总体上

看，他们无法与土生白人大学生规模相比，因为后

者占据纽约市大学生总数的一半 # 0 % & ’( )* +。

东欧犹太学生在学校里表现相当出色，得到老

师和教育界领袖的交口称赞。尽管很多老师公然批

评犹太裔学生爱竞争、不卫生、有外国口音，但同时

对其上进心和勤奋精神又高度赞赏。他们不得不承

认犹太学生是出色的学生，会情不自禁地对其流露

喜爱之情 # / % & ’( !2 +。对犹太裔小学生表现出的求知欲

和学习能力，老师们如是说：“犹太孩子，通常聪明、

专心、勤奋”；“他们一般渴望学习，除了英语外，他

们的成绩比其他族裔群体的孩子优秀”；“他们是最

聪明的⋯⋯比其他学生更认真，更有上进心，很多

人在课余还阅读额外的读物”# " % & ’( ,*2 +。纽约社会服

务学校（567 89:; <=>99? 9@ <9=AB? C9:;）的教授凯特

·克拉格霍恩1 曾对纽约市学校里的移民孩子进行

了调查，也发现“在低年级学生中，犹太裔学生因聪

明⋯⋯听话、行为表现好而深受老师喜爱”#/ % &’( !/ +。

当时很多美国政府和社会学家所做的研究，也

反映犹太裔学生比同时期的意大利裔、爱尔兰裔等

移民群体的学生更出色。,)-* 年移民委员会对纽

约市公立学校学生留级状况的研究揭示，纽约市公

立学校 ,- 4 ,! 岁之间的土生白人学生中，有 2,.
的人在就读年级中年龄偏大两岁以上，而同年龄段

的俄国犹太裔学生中，年龄偏大的达 2". ，南意大

利裔学生中，则高达 "). #/ % & ’( !"0 +。,)-) 年莱昂纳

德·艾尔斯为拉塞尔·塞奇研究所（DEFF6?? <BG6
HIFJAJEJ6）所做的学生留级状况的研究也发现，俄国

犹太裔学生年龄偏大的比例仅稍高于德裔和土生

白人学生，而比英裔、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学生低

得多。,)!- 年，纽约社会服务学校的一位老师瑟

琳·默多克，对纽约市两所学校里的 ,$-- 名五年

级的小学生进行了智力测验，结果显示犹太裔学

生与土生白人学生相当，而意大利裔学生得分最

低 # / % & ’( !! +。东欧犹太裔学生在中学和市立大学的入

学考试成绩中通常也是名列榜首 # " % & ’( ,*/ +。

第二代东欧犹太移民从美国公立教育中获益，

他们的职业地位与其父辈相比，有相当大的提高。

根据托马斯·克斯纳的抽样分析，,**- 年犹太移

民子女中高级白领职业者只占 -( ". 1 到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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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为 #$ % 其中大约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专门职

业者，包括医生、牙医、工程师、药剂师、律师和教

师 & # ’ ( )* +" , 。

但是对东欧犹太裔学生所取得的教育成就，

也不能一味高唱赞歌。相对于同时期的意大利裔

等其他移民群体的学生来说，犹太学生确实就学

率高，学习成绩也较为优秀，在学校里基本能待到

法定年龄，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们也

至多完成八年级的学业，就退学了。由于其家庭经

济条件的限制和纽约市本身教育体系不完善的原

因，东欧犹太移民子女实际上并未构筑起一个后

人常常称道的教育“神话”。

-./0 年之前，纽约市的最低受教育年限为四

年（+ 1 -! 岁），而且工作许可证很容易获得。所以

-. 世纪末，下东区犹太人聚居区第一学区学生入

学率在四年级之后就开始大幅度下降，表明很多

孩子在年满 -! 岁之后就退学了，因为此时他可以

得到工作许可证了。 -./0 年% 纽约市第一部全面

的义务教育法的制定，将孩子的最低受教育年限

延长到 -2 岁或完成六年级的学业，犹太裔学生在

公立学校入学率的急剧下降，也就在从这一年龄

开始。-./+ 年美国移民委员会对纽约公立学校所

做的一项研究揭示，犹太学生在一年级的时候有

!##02 人，但到七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了大约 --#!"
人 & 0 ’ ( )* -# ,。到 -.-0 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最低年限延

长到 -3 岁或是修完八年的课程，东欧犹太裔孩子

的教育水平才“被迫”随之上升。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现实经济条件的限制。在

缺乏政府救助、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今天贫困

人口所能获得的）各种财政资助的情况下，很多东

欧犹太移民家庭，至少在两代内，需要孩子的收入

来帮助维持家庭生计，因此很多孩子被迫早早辍

学，进入工厂做工。而且，-. 世纪末 !/ 世纪初纽约

市的工业经济还未发展到高级阶段，年幼的孩子

有用武之地。在建筑工地、码头、服装厂，未成年的

孩子都能找到工作。据美国移民委员会 -./+ 年对

纽约市的调查显示，大约有 -/$ 外国出生的和 "$
美国出生的 3 1 -/ 岁间的犹太裔孩子在家做工，未

去上学 & 0 ’ ( )* -3 ,。另据两位统计学家为大都会生命保

险公司（45678)89:6;< =:>5 ?<@A7;<B5 C8D);<E）所做

的一项调查揭示，-.-2—-.-# 年间纽约市签发的

工作许可证中，约 0"$ 发给了犹太孩子 & + ’ ( )* -+. ,。

只有少数东欧犹太移民子女有幸进入中学就

读，而圆满毕业的人更少。一项对纽约市 -./3 年入

读中学的学生的跟踪调查发现，"/$ 的俄国犹太

裔学生在四年后就退学了，只有 -/$ 的人能坚持

到毕业。-./+ 年，纽约市中学一年级有 -#+3 名俄国

犹太学生，但到四年级只有 !.0 人。总体说来，全市

只有不到 #$的俄国犹太裔学生从中学毕业&+’ ()* -./,。

上大学的东欧犹太移民子女则更少。!/ 世纪

初的最初十年，只有不到 -$ 处在大学年龄段的犹

太青年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尽管纽约市立大学

似乎成了一所“犹太人”的学校——— -./+ 年有 0 F 2
的男性学生是犹太人，而且多数是东欧背景，但他

们中只有极少数人圆满毕业。塞尔玛·贝鲁尔对

纽约市立大学 2/ 年的毕业生登记表进行了分析，

发现其中德国犹太裔的名字超过其他任何群体；

而波兰或俄国犹太裔的名字在 -++0 年只有 -$ ，

到 -.!0 年也仅上升到 --$ 。从实际人数可进一步

看出东欧犹太裔毕业生的规模非常有限。-.-0 年市

立大学的整个毕业人数只有 !/. 名，假如东欧犹太裔

学生占毕业生总数的 --$，那就是约 !0 人 &0 ’ ()* -3,。

为什么东欧犹太移民子女上中学和大学的人

数这样少？其一，!/ 世纪初纽约市的中学和大学数

量非常有限。-+.+ 年以前纽约市没有公立高中，到

-.-2 年曼哈顿区和布朗克斯区加在一起才有五

所。大学的数量就更少。当东欧犹太移民于 -. 世

纪 +/ 至 ./ 年代大量涌入纽约市的时候，于 -+2"
年建立的纽约市立大学仍然主要是为富裕家庭子

弟服务的。因此，即便有些东欧犹太移民子弟渴望

学习，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继续学业，大多数人读

完六年级或八年级就终止学业了 & ! ’ ( )* #- ,。彼时纽约

市的就业机会非常充分，大部分工作并不需要高

中文凭，而到教育或法律行业工作，也不需要大学

文凭。一直到 -.-/ 年，包括土生白人在内，中学毕

业的人只是少数，而进入大学的人数更少。

其二，很多东欧犹太移民家庭都很贫困，让子

女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是一种奢望。自学成才的

犹太裔律师莫里森·希尔奎特在他的回忆录中，

写到他（-. 世纪 +/ 年代末）被迫从中学退学，就是

因为他的“父母极端贫穷”。他的哥哥和姐姐都在

工作，而他自己却是家里的“寄生虫”，感到非常不

安，因此决定去工作。他在夜校教课三年，每天可

挣三美元，等攒足钱后，他才继续学业 & + ’ ( )* -.- ,。

但是，在定居美国的早期岁月里，教育并不是

犹太人由贫穷步入中产阶级的主要途径。大多数

东欧犹太移民及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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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文摘·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位置设在鸭绿江南岸朝鲜

境内的朔州东偏南的大榆洞。第一次战役后，敌人的空中

活动十分猖狂，发现可疑目标就轰炸扫射。对志司所在地

的大榆洞这条山沟也注意了，不断飞来飞去。## 月中旬，

我们加强了防空措施，其中之一是要求志司各部都要在

拂晓前做好早饭、午饭，烧好开水，天亮后白昼绝对不准

冒烟，以防暴露目标。

## 月 !$ 日，敌机对大榆洞这条山沟低空飞行了好

几次。我即向参谋长报告：“今日敌机的侦察飞行很异常，

建议研究布置一下明日的防空，彭总的那间独立房子目

标大，必须特别注意防敌飞机的轰炸。”解方参谋长即召

开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开会，重申防空纪律，严格要求明

早拂晓前，吃完饭都一律进入防空洞。

## 月 !% 日拂晓前，我派参谋 分头去检查防空落实

情况，自己也到重点地方去检查。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

时，看到烟筒在冒烟，立即跑进去看，房里有三个人正在

用鸡蛋炒米饭。这些鸡蛋是昨天黄昏，朝鲜人民军最高司

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次帅 &金日成是

元帅，下有三位次帅 ’给彭总送来的，大约有 #( 多个。这

在当时是极难得的，彭总还没来得及吃。这三人中我只认

识成普同志，那两位我只知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另一

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姓名我都不知道。我只能问成

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

把火弄灭。”

“我怎么敢呀* ”成普说：“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

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停下来，快将火扑灭，赶

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

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

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

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

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

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

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着火，我要

他赶快把棉衣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我问

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

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

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 一定被凝

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

人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火扑灭了，那两位同志牺牲在里面了。洪学智副司令

很着急地说：“这可糟了，这可糟了* ”我听了莫名其妙，又

不好问。当邓华副司令等首长听了我的汇报后，都奔向那

烧塌的房子，说：“这可糟了，这怎么交待呀* ”

我仍是不明白首长们为何这样着急和悲痛。由此，我

突然想起在 ## 月 #$ 日志司开作战会议时，彭总严厉批

评梁兴初军长，大家都很紧张，谁都不敢说话，我指地图

偏了一点，彭总就批评我。唯独那位俄文翻译，年纪轻轻

的，在那样严肃的气氛中，敢在彭总面前说这说那，彭总

没有说他什么，而只坐着不吭声，邓华副司令等首长也没

有制止他说话。我想，这位年轻同志大概不是一般的翻

译。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摘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 鲜为人知的真

实情况》，解放军出版社 !(($ 年修订版。作者杨迪，沈阳

军区原参谋长；朝鲜战争期间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

处长 ’

凭借一技之长，或是经营小本生意，慢慢积累下财

富，在经济地位上得以上升，也为其后代接受高水

平的教育打下雄厚的经济基础。只有到 !( 世纪 !(
年代之后，东欧犹太裔子女进入中学和大学的比例

才有显著提高。

【收稿日期】!(($ 年 + 月

【作者简介】李爱慧，女，#+,, 年生，安徽潜山县

人，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博

士生，主要从事美国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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