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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端于五千年前的犹太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不过，与世界上几乎所有文明都不同的是：它是一个在近两千年里失去了故土和家园，没有固定的主
体活动地域，因而流散并渗入世界各地域的文明。
正因为此，在漫长的岁月里，犹太人常常被视为“外来"的甚至“异端”的群体，以至受到客居地主体
文明的强烈冲击乃至挤压，还经常遭受敌对势力的打击和摧残。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状况之中，犹太民族不仅能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能与时俱进地发展自身，还对人
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的原因有许多，最主要的是因为犹太民族具有超乎寻常的内聚力和生命力，而这种力量源于犹太
文明的三大支柱：以犹太文化传统为主体的民族认同感，以犹太教为纽带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以家
庭为基础、犹太会堂为核心的社团网络。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同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列，代表了两个伟大的文明。
这两大古老文明的接触始于古代犹太人流散进入中国之时。
自那时起，中国成了一度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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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古代来华犹太人和开封犹太社团做了简要的评析，为研究近代来华犹太人做了必要的铺垫。
本书没有停留在“近代”，而是进一步研究现代中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在华犹太人，特别是对改革开
放以来的犹太人来华新高潮和在华新犹太社团、群体的形成进行了研究。
本书不但研究“来华”犹太人，而且研究他们离开中国后在全球范围形成的“中国犹太人”群体。
本书还对来华犹太人研究逐步成为学术和公众关注热点的演进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所具有的以史
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进行了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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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海之所以成为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的“诺亚方舟”，有着十分复杂的远因近由。
首先，从历史上看。
如前所述，犹太人早在唐代（还有说在汉代或周代）就来到了中国，宋代以后的开封犹太人社团更是
众所周知的。
近代以来，香港、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城市又成为犹太人在中国的主要聚居地。
特别是上海，先有塞法迪犹太人在19世纪下半叶前来经商办实业，后又有大批俄罗斯犹太人为躲避反
犹狂潮及革命引起的动乱涌人谋生，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形成了一个近6000人的犹太社团。
这个社团拥有自己的宗教公会、犹太会堂、学校、医院、养老院、公墓、商会、政治团体、报刊，乃
至小小的武装力量（万国商团内的犹太分队），其中的沙逊、哈同、安诺德、埃兹拉、海亦姆、嘉道
理等大家族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上海、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从古代到现代有这么多犹太人生活在中国，早期来上海的“富有”的犹太人与中
国的劳苦大众之间也存在隔阂，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土生土长的反犹思潮和反犹运动
。
当公元11世纪至15世纪阵阵排犹恶浪在西欧国家掀起之时，开封的犹太社团正好十分繁荣兴旺。
而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沙皇俄国和东欧出现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之时，上海的犹太社团却在稳步
发展。
因此，倍受苦难的欧洲犹太人对中国人民以及开封、上海这样的城市抱有友好、亲近的感情完全是符
合情理的。
我们在这里用了“土生土长”一词，因为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确有并非“土生土长”的反犹活动
在上海、哈尔滨出现过。
前已提到，哈尔滨在三四十年代就曾发生过多起凶残的反犹事件，其中以卡斯帕被杀害一案最令人发
指。
在上海，反犹活动也时有发生。
1935年9月，《上海德文日报》撰文将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以煽动上海
外侨反犹。
①日本当局控制下的中文报纸《新申报》也不断发表反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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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潘光、王健共同撰写，潘光负责全书的统稿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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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也要感谢上海社科院、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领导和同仁们，本书能
够问世，他们的支持、协助和配合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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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苏绣芳女士为本书的出版奔走操劳，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也要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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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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