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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上海”国际讨论会综述

家 哲

由上海市政府外办及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举办的“犹太人在上海”国际讨论会 4月 21 日在上
海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举行这一专题的国际讨论会。来自以色列、美国等 7个国家
和地区以及国内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共 120 余位参加了会议。他们围绕着会议讨论主题，从各
个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成果。

以色列代表耶胡达·哈列维、西奥多·考夫曼，美国代表戴维·柴斯曼，上海代表潘光等从
总体上论述了犹太人在近代中国和上海的历史。他们从中犹两民族文化上的共同之处（如儒教与
犹太教的人道主义基础），寻找世界贸易新路线、新市场，从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反犹主义传
统，上海犹太人中的不同社团和派别，犹太人在上海的各种经济、文化、政治活动和对近代上海
所作出的贡献，犹太人的宗教机构，上海人民对遭受纳粹分子迫害的犹太难民提供的各种帮助等
方面，综合性地展开论述。

以色列代表喘西·阿勃尔和英国代表梅西·梅耶根据以色列“海特富苏犹太人大离散博物馆”
的一些资料和对当事人的面谈采访及家庭照相册照片的研究，对英籍和伊拉克籍塞法迪犹太人在
上海的种种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们指出，大部分塞法迪犹太人最早于 19 世纪下半叶即在
巴格达被英籍大犹商沙逊家族所招聘，先送往印度的沙逊公司进行数年培训和实践，然后再被派
往上海的沙逊各洋行。这些人最初经营茶叶、丝绸和鸦片，再进而扩大到棉纱、洋布、亚麻、橡
胶、皮革、内衣等。进入 20 世纪后，上海塞法迪犹太人中最富有的沙逊、哈同、嘉道理等家族
又重点投资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兴建了沙逊大厦、哈同花园、大理石大厦等一批著名建筑，开
设了一些著名的银行，其洋行经营业务和范围更为扩大，形成了一个对当时上海有很大影响的犹
太财团。塞法迪犹太人遵循祖先的遗训，组成紧密的社团―犹太会堂，并非常重视教育，开办了
专门培养犹太子弟的犹太学校。他们保持和维护犹太文化传统，严格遵守犹太教规和法规。

美国代表瑞娜·克拉斯诺结合自己在上海避难的亲身经历，论述了俄籍阿什肯那齐犹太人在
上海的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移民上海的原因和路线，上海的阿什肯那齐犹太人宗教公会和犹
太俱乐部及其所举办的各种宗教、文化、学术活动；此外，她还介绍了俄籍犹太人建立的学校、
社团、出版机构、报刊，俄籍犹太人的经济状况和对欧洲犹太难民的援助等。

美国代表玛莎·瑞士泰诺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波兰籍犹太人来到上海的经过及在上海
生活的情况。他说，当时上海有相当多的波兰侨民，其中近 60%是犹太人。由于波兰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一开始就被纳粹德国所占领，所以波兰籍犹太人就被视为“无国家难民”，处境比其他国
籍犹太人更为艰难，后来被日本侵华军全部集中到虹口的犹太人隔离区中。但波兰籍犹太人团结
一心，不屈不挠，向上海日本占领当局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顽强地生活了
下来，坚持到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

美国代表斯蒂夫·霍赫斯塔德根据对曾在上海生活过的德、奥犹太人的采访调查，对犹太妇
女在难民期间所起的作用，进行了专题研究。他指出，由于犹太社会的传统势力与习惯以及宗教
等方而的原因，犹太妇女长期以来一直屈从于男子的权威，只得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家庭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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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但在纳粹分子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期问，大批犹太男子不是被迫害致死，就是被捕关押，或者
失去了工作和在公众场合活动的权利，犹太妇女便自然地站出来担负起了传统上由男子承担的各
种角色和工作。她们无论在帮助家庭逃离纳粹占领区和在上海的难民生活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干得十分出色。

以色列代表塞缪尔，穆勒专题探讨了在沪的犹太青年运动。他介绍了一些犹太热血青年，为
了反对和打击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恢复自己的祖国，在上海所进行的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
政治、军事活动，如何将人员和武器装备从上海秘密运往以色列，参加打击英国殖民军的行动等
等。

美国代表丹尼尔·列维生动地介绍了一位与近、现代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犹太传奇人物——
“双枪将”莫利斯·亨利，他的极富冒险而又神奇的一生：早年的冒险生涯，后来如何在加拿大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华人而被邀参加了国民党，又如何成为孙中山的保镖和副官，后又如何
为蒋介石、孙科、宋子文等国民党要人做安全保卫工作。他因善使双枪而闻名于世，后晋升为一
名中国将军，抗战期间又被日军俘虏关入集中营，……。更饶有趣味的是他在 50 年代末、60 年
代初曾试图利用个人关系安排蒋介石与毛泽东直接会晤，达成和解——这是件至今仍鲜为人知的
轶事。他晚年曾受周总理．总理的邀请访华，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 100 周年的纪念活动。1970
年去世后，宋庆龄为建造他的墓地，还捐赠了资金。

香港代表塞尔顿·洛平着重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犹太宗教机构―密尔经学院的 400 多名师
生如何艰难但又奇迹般地逃脱了丫纳粹分子的魔爪，历经艰险最后到达上海的曲折历程，以及在
上海如何坚持学习和保留、传播犹太宗教与文化的动人事迹。上海代表叶健生根据虹口区和上海
市有关部门保留的大量历史资料和实物，详细论述了日本当局如何在虹口区建立“无国籍难民隔
离区”的种种情况，讲述了那里的犹太难民如何为了求得生存，艰苦奋斗和顽强生活的种种事迹，
并指出正是这些犹太难民在被集中栖身于虹口期问，用自己的勤奋和才智使提篮桥地区的商业出
现了繁荣的局面。他还介绍了许多当地人民如何友善地帮助和照顾犹太难民的动人事迹以及虹口
区现存的一些重要的犹太人活动遗址。

上海代表许步曾主要探讨了犹太难民中一些杰出的音乐指挥家、演奏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
家对上海的音乐事业所作出的杰出彝献，指出当今有不少的中国音乐家，当年或是他们的同事，
或是他们的学生；此外，他还介绍了一些犹太出版商、编辑、记者在上海的图书、报刊事业上所
作出的贡献。

上海代表金应忠在介绍了犹太人昔日在上海活动遗址的现状后，着重强调对这些遗址的保护
问题。他呼吁上海人民和有关部门都来重视这个问题，并建议尽快制定出一个重点保护对象方案，
从各方面筹集保护遗址基金，做好这件有益于两个民族友谊的事情。作为这次研讨会的特邀代表，
开封犹太历史文化研究会会民王一沙在讨论会上最后发言。他介绍了宋代犹太先民在中国古都开
封的生活和活动，讲述了一些非常动人的犹太人与中国人在当时如何友好往来乃至亲密交融的历
史故事，从中说明中犹两大民族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友好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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