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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初，1 位犹太知名人士白尔克拉斯来到战

火纷飞的中国，通过担任“国联”中国同志会会长的朱

家骅，找到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向他讲述了

犹太人在德国所受的非人待遇， 并陈述了犹太人移民

中国的前景：“每一移民入境时，将携五十至一百英镑，
使中国的外汇基金至少可增加五百万英镑， 相当于中

国币一亿五千万元。 ”这其实是向孙科表明，如果中国

政府肯接收犹太人，他们将无偿交出一定的移民经费，
支援中国政府财政， 这对正处于战争窘困下的国民政

府财政状况将十分有益。 孙科认真地考虑了白尔克拉

斯的提议，并于 2 月 17 日向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

第一次常务会议提出一项 “拟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

寄居区域以容纳穷无可归之该国人民案”。 该项提案详

述了接收犹太人的 4 点理由并 4 项具体办法。
4 点理由是：
一、联合并援助弱小民族，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训。
二、援助犹太人可以增进英国政府及人民对我国的

同情。
三、援助犹太人可以赢得美国政府及美国人民的好

感。
四、犹太人财力丰盈，人才尤多，如果能获得他们的

好感，将有助于中国的抗日事业。
4 项具体办法是：
一、 在西南边区划定若干平方公里为犹太人寄居

区域。
二、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专门的委员会，专门负

责筹划该区的区域建设及管理事宜。
三、 由上述委员会负责发动国内外有地位声望的

犹太领袖参加推进此项计划。
四、另设犹太人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关，尽量介绍

其专门人才，为中国后方建设之用。
对孙科的提案，国防最高委员会极为重视，很快便

通过了如下决议：“原则通过。 交行政院筹议进行办法候

核。 ”并要求各常务委员对此事广为宣传，造成赞成此事

的朝野舆论。
3 月 9 日，国民政府发出第十六号训令，令行政院

立即办理此事。 孔祥熙遂组织内政、外交、财政、军政、
交通等 5 部研商，经行政院第 410 次会议决议通过，于

4 月 22 日拿出一项方案，送达国防最高委员会。
方案把援助对象界定在无国籍的犹太人上， 以减

少国际争端。 但对如何界定“无国籍”犹太人一事的政

策极为宽松，凡“国联”的救济机关或国际著名的慈善

团体认为品德端正而确为无国籍的犹太人， 我国驻外

各领事馆都应给予特别护照，允许他们进入我国国境。
犹太人只要能拿到较大的慈善团体的证明， 就可以进

入中国避难。 当时国际上一般团体都非常同情犹太人，
开具这样一项证明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情。

对于安置犹太人定居之地， 内政部提出了 2 条意

见：一、以云南腾越（即腾冲）地区的河口商埠合适；二、
由我国政府为犹太人修建寄居之所。

对于安置犹太人的计划， 外交部却提出了一些反对

的理由：犹太人刻苦耐劳，善于经商。划定区域过广，初期

固然容易管理，但聚处日久，万一将来发生民族自决或要

求自治，到时就不易统治了。 并认为，我国政府以往从未

同意外国人在内地杂居，一旦允许犹太人寄居内地，其它

国家必将提出类似的要求，我国政府反倒难下台阶。
军政部则勉强表示同意该计划， 但不愿意为他们

提供专门的居住区域：“对于无国籍之犹太 人准予居

留，不予授予居住权及特定区域，以重国土主权。 ”不

过，军方表明若非实行不可，犹太人定居点“须在我国

充分行使权力区域内，以不接近国境线为宜。 ”
尽管国民政府各部门意见不一，但在孙科、孔祥熙

等支持下，此案很快在国民政府内得到了通过。 只不过

犹太人入境的条件又有所提高：“每一犹太人入境，须

随身携带两百英镑。 ”这意味着如果有 10 万犹太人入

境，国民政府将会有两千万英镑的收入。 这对于基本上

无法创汇而又有着巨额战时财政支出的国民 政府来

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犹太难民移华始末

○若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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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 日，孔祥熙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具体的办理方案：
“除饬令内政、外交、军政、财政、经济、教育、交通各部门分

别遵办外，并密令各省市政府遵办。 ”
此时， 白尔克拉斯正在重庆与昆明之间来回奔走，

并向孔祥熙建议让犹太人移居到条件较好的昆明。白尔

克拉斯估算盖一临时住所人均需花费法币 500 元，那么

10 万人所需费用就为 5000 万法币。 而此时，白尔克拉

斯已从主要是美国的犹太大富商手中募来 2500 万法币

的资金，已有实施该计划的能力。 为另一半款项的着落，
白尔克拉斯赴昆明与龙云商议，建议此费用由云南地方

银行贷款，两年内由移民还清。 对 10 万犹太人进入中国

内地的交通问题，白尔克拉斯提议由犹太移民和国民政

府合组交通公司， 从移民基金中提出一百万英镑购置

300 辆卡车、500 辆巴士来运送移民。 一旦完成了移民工

作，这些车辆可转用于经营交通运输业，不致废置。
5 月间，已有响应该计划的 14000 多名犹太难民涌

入不须签证的上海，还有大批难民在海上停滞，等待进

入中国港口。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在此之前尚在极力推

行该计划的国民政府却突然沉寂下来。白尔克拉斯焦急

万分，到处打听，结果在 7 月 26 日收到行政院秘书长魏

道明一封措辞含糊的回函：“中国政府将在最近宣布，接

纳无国籍犹太人进入沿海商埠暂住。 但是，居留者不得

从事政治活动或宣传。 ”这封没有涉及太多内容的回函，
透露了军方不同意提供特定居留地的意思，已表明国民

政府内部孙科、孔祥熙等人的意见开始处于下风。
此时情况尚有转机， 犹太人还能在港口等待入境。

然而，8 月 9 日情况发生了突变。 本来对犹太人涌入上

海抱有同样的政治经济目的而不闻不问的日本人，突然

宣布限制犹太人入境上海的政策。国民政府此时似乎很

重视日本人的行动，立即将该计划无限期搁置起来。
犹太人移居中国计划突然停滞及至最终夭折的原

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国民政府一直在同日本方

面暗中往来，随时准备媾和。 蒋介石自然不会因为一些

仅仅能为自己提供一些钱财的犹太人而破坏 “和谈”大

局。 令世人遗憾的是，在全球犹太人面临生死抉择关头，
一个可能拯救 10 万犹太人生灵的人道主义计划， 就这

样流产于中国的国门之外了。
责任编辑 ／ 杨 光

时品三，1885 年生，山东章丘人，于 1930 年出任著

名的谦祥益绸布店青岛分号副经理。 抗战爆发，青岛陷

落后，面对日军的武力威胁，他同当时许多商人一样，
结交了一批日伪官员，以便获取日伪势力的庇护。 出于

生计，时品三在 1941 年升任谦祥益商号经理，并相继

出任青岛特别市绸缎呢绒布匹业同业公会会长、 青岛

特别市商会董事，并成为“官选职员”就任青岛特别市

商会第二任会长。 但是，时品三并未完全倒向日伪，当

国民党势力与其接触时，经过一番犹豫，他又暗中依附

于国民党青岛市政府。
1944 年底， 国民党青岛市市长李先良派人与时品

三取得联系， 命令时品三对国民党青岛市政府进行资

助。 鉴于战争进程向着不利于日伪的方向发展，时品三

为自己战后的出路考虑，表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双方

商妥，由时品三暗中策动工商界向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献

款献物，国民党政府则要为他们“保障将来”。 同时，在李

先良的授意下，时品三参选并出任商会会长之职，以便

掩护与国民党势力的往来活动。 就任会长之后，时品三

共计为国民党青岛市政府暗中筹款联银券 3 千 2 百 22
万元，以及大量物资。 对此，李先良颇为满意，于 1945 年

6 月下令任命时品三为国民党青岛市政府参议。 这样，
时品三名正言顺的成为一名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

抗战胜利后， 李先良入主青岛。 经青岛市政府证

明，时品三一度逃脱了中央政府对其汉奸罪行的惩处。
然而，1946 年 6 月，自日本归国的劳工数人，联名向驻

防青岛的宪兵第十一团呈交一封检举信， 告发时品三

在战时曾担任日伪青岛劳工协会会长， 先后为日方征

募劳工千余人，并诱骗劳工赴日做工，受尽日方欺压凌

辱。 同时还告发，时品三在担任商会会长时，曾连续举

办献铜、献铁运动，屡次献大量铜铁与日人，还利用职

务之便，为日伪军事工事提供原材料，并从中牟利。 鉴

于此，宪兵第十一团遂于 6 月 8 日清晨，派兵突击逮捕

时品三，带回宪兵团驻地关押。
时品三被捕一事一经传出，在青岛工商界产生了很

惩治汉奸中的“时品三通敌冤案”
○盛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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