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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犹太人在中国》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图史，由中国杰出的犹太研究权威潘光教授编著。
全书逐次介绍了有近千年历史、如今仅存几个被同化的后裔的开封犹太社团，自19世纪中叶定居香港
和上海的几百名来自巴格达的犹太商人，来自沙皇俄国和苏联的众多犹太移民（其人数在20世纪初一
度达数万），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逃避纳粹大屠杀而来到当时唯一避难地上海的几万犹太难民。
存在时间最长、但最早消失的是仅存几名后裔的开封犹太社团。
它最终被同化，除了其他诸多原因外，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中从未出现过反犹主义。
后来，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也从未把犹太人与其他外国人区别对待。
定居中国的犹太人中，大多数不享有治外法权或其他对中国人不友好的殖民特权，因而被视为不占统
治地位的外国人。
想获利的人不会去讨好他们，爱国的革命者也无需去打倒他不过，那时犹太人的生活圈子距一般中国
人还是比较远的。
他们生活在租界的小天地中，又自成一个群体。
除了商业和音乐以外他们与中国人的接触不多。
中国的音乐界对阿龙·阿夫夏洛莫夫留有美好的印象。
他生于俄国，定居中国，积极宣扬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歌，还努力敦促中国现代
作曲家也要注意传统音乐。
除他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从希特勒魔爪下避难来沪的犹太指挥家、音乐教授和演奏家，也在上海的音
乐教育中留下了他们的影响。
上个世纪在中国形成的欧洲犹太人社团没有一个能永远存在下去。
这些欧洲犹太人大多作为难民来华，在他们眼里，自己仅仅是“坐在行礼箱上”的过客，但实际上许
多人在中国度过了一两代人的时光。
他们与中国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友情，许多人都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
如今，他们中有这么多人从定居的西方国家和以色列来到新中国探访寻根，正是这种中国情结的反映
。
由于上述“临时”意识，在中国犹太社团中出生成长的人当中从事中国研究的人不多，而其他地方的
犹太学者在汉学领域却相当活跃。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界对犹太文化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鲁迅等人翻译了（经常是从俄语和英
语）意第绪作家沙拉姆·阿雷彻姆和佩雷斯等人的作品。
而把中国作品译成犹太语言则是在几十年后：在以色列被译成希伯来文。
从世界主义的观点来看。
马克思可说是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犹太人，其次是作为科学楷模和象征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曾在20世纪20年代到过中国，在上海作过短暂停留。
马克思则从未到过中国，但也相当重视中国的发展。
他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过一系列富有洞察力的文章，评论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表示对
中国在世界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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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犹太人在中国》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图史，由中国杰出的犹太研究权威潘光教授编著。
全书逐次介绍了有近千年历史、如今仅存几个被同化的后裔的开封犹太社团，自19世纪中叶定居香港
和上海的几百名来自巴格达的犹太商人，来自沙皇俄国和苏联的众多犹太移民（其人数在20世纪初一
度达数万），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逃避纳粹大屠杀而来到当时唯一避难地上海的几万犹太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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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古代来华犹太人和开封犹太社团从巴格达到香港和上海：来华塞法迪犹太人之兴衰第二故乡：俄国(
阿什肯那齐)犹太人在中国大屠杀受害者的避难地中犹传统友谊的历史篇章犹太人在中国：学术研究和
公众关注的热点注释主要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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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大批犹太人最早是在唐代（约公元8世纪前后）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境内的，此后也有从海
路来到中国沿海各地再进入内地的。
尽管少数学者认为犹太人早在汉代，甚至周代就来到了中国，但均无确凿的考古发现予以佐证。
犹太人进入中国后散居许多城市和地区，直到宋朝才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开封犹太社团。
北宋时期，一批犹太人来到了当时的都城东京（今开封，以下通称开封），受到宋朝当局的友好接待
，被允准归依中国，可保持本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定居在开封。
此后他们在居住、迁徙、谋业、就学、土地买卖、宗教信仰、通婚等诸方面均享受与汉族同样的权利
和待遇，从未受到歧视。
在这样一种安全稳定宽松的环境中，犹太人很快便显示出经商理财的才能，在商业贸易领域取得了成
功，成为开封一带的富有阶层，同时他们的宗教活动也日趋活跃。
1163年，开封犹太人在闹市区建起一座犹太会堂o。
百余年后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犹太会堂得到重建。
到了明代，开封犹太社团进入其鼎盛时期，已有500余户，约4000～5000人。
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上升。
当时开封犹太人中有经过科举之路进入朝廷或到州县当官的，有通过经商办实业而成为富商巨贾的，
有技艺高超的工匠和勤劳致富的农夫，也有少数医师和职业神职人员。
也就在这同时，他们不知不觉地同化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主流之中。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犹太人在中国>>

后记

《犹太人在中国》画册经过两年多的紧张编撰，终于问世了。
在此期间，我们参考了有关书籍、杂志、报刊资料数百种，征集了海外的原在华犹太人及其后裔所珍
藏的照片，而有关各方提供的照片也使本画册更加充实。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成果，汇集了近500张珍贵的照片和图片，使读者能随着那难忘的历史场景，再踏
一遍犹太人在中国经历的漫长历程中留下的足迹，从而对犹太民族史上这东方一页和中犹人民的传统
友谊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在此，首先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表示衷心感谢，没有他们的悉心指导和大力
支持，这本画册是不可能问世的。
汪道涵老市长在百忙中为本画册题写书名，老前辈爱泼斯坦为本画册作序，均使本书增色不少，在此
一并致谢。
我们也得到了许多个人和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帮助，在这里，特别向以下个人和组织表示深切谢意：金
应忠、陆培勇、内奥米·达利达基斯及丈夫乔治·达利达基斯、伊沙多尔·马吉德、乔治·莱尼西、
米歇尔·曼弗里德、爱德华·魏德曼、弗兰克·塞勒格、莉莉·芬克尔斯坦、威廉·肖特曼、亚伯拉
罕·弗拉特金、伊斯雷尔·基彭、朱迪丝·本一埃利泽、瑞娜·克拉斯诺、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戈尔德·卡明斯基、马文·托克耶、玛莎·里斯泰诺、安森·莱特纳、斯蒂文
·霍奇斯塔德、基亚拉·贝塔、梅西·梅耶、丹尼斯·莱文撒尔、马丁·弗赖伯格及夫人弗蕾达·弗
赖伯格、亚伦·斯利夫卡、伊丝特·芬克及丈夫莫顿·芬克、塞缪尔·施特里克曼、埃胡德·亚里、
温迪·亚伯拉罕、拉契尔·阿贝尔、帕纳·萨姆索诺维奇、阿维·尼尔、索妮亚·缪尔伯格、戚元夫
、顾浩、卡罗琳·帕拉斯、霍斯特·伊斯费尔德、马图克·尼西姆、玛拉·莫斯塔芬、何曼礼、伊贡
·费歇尔硝届德里克·勃郎宁、岗特·诺贝尔、彼得·帕尔伏及夫人倍蒂·帕尔伏、汉斯·乔瑞兹、
杰姬·兰德、杨雪兰、黄静洁、费斯·戈德曼、柯特·杜德纳、娜拉·哈同、瓦尔特·锡尔伯斯坦、
阿诺尔德·鲍克、盖尔格·阿姆勃鲁斯特、马丁·伦德纳、郑成信、阿兰·雅各布斯、迪塔·贝兰、
海伦·拉依特、苏珊·范妮、康雅柏、柯思萌、莉莉·克莱巴诺夫、罗曼·马雷克、简颖湘、罗伯塔
·克雷默、杨裕平、苔丝·约翰斯顿、乔习那森·高斯坦、马蒂亚斯·克隆、弗雷德·克拉尼奇；澳
大利亚犹太博物馆、美国中犹研究会、以色列贝思·哈特夫所斯大离散博物馆、以色列前中国居民协
会、华盛顿州犹太历史协会、上海犹太居民联合会、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温哥华大屠杀教育中心、
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温尼伯中华文化中心、西部加拿大犹太文化传统中心——温尼伯犹太联盟、
费城‘黄包车联谊会’、伦敦利奥·贝克研究所、柏林埃克提夫博物馆、华裔学志（德国圣奥古斯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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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犹太人在中国(汉法对照)》是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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