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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70年代苏联犹太移民动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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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20世纪 70年代 ,在苏联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 ,犹太人在移民的动机上有很大的

区别。早期移民主要是边缘地区犹太人 ,他们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比较大 ,后期移民主

要是生活在苏联中心地区的犹太人 ,他们主要是因为政治和文化因素而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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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犹太移民问题是在 20世纪 60年代末

开始出现的。1964年 ,苏联第一次批准了 4 667

名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 1 ]。此后 ,苏联犹太人移

民意愿有所显现 ,但规模不大 ,影响有限 ,直到

70年代初才渐成规模 ,并在 1979年达到历史

的最高点。从 1970年到 1979年 10年间 ,苏联

犹太移民人数总计达到 226 602人 [ 2 ]53。深入考

察 70年代苏联犹太移民动机 ,就会发现 ,在苏

联犹太移民的初期阶段 ( 1968—1973) ,犹太移

民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较大 ,他们移民的

动机就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以色列。而构成移

民主体的这部分犹太人主要生活在苏联的边缘

地区 ,大部分是后并入苏联的 ,犹太民族认同感

较强 ;而在 1973年以后 ,犹太移民更多是出于

政治、文化或经济等动机移民 ,构成移民主体的

是来自苏联中心地区的犹太人 ,他们的同化程

度高 ,移民的目的地主要是西方国家。

一、70年代初期及之前苏联犹太移民动机

　　 (一 )边缘地区犹太移民动机。

在 70年代苏联犹太移民潮的初期阶段 ,移

民群体很大部分是由苏联边缘地区犹太人组

成。边缘地区犹太人指的是在二战期间及以后

并入苏联的西部地区的犹太人以及南方一些自

治共和国中的犹太人。虽然苏联犹太人的绝大

多数居住在中心地区 (主要是在俄罗斯、乌克

兰、白俄罗斯 ) ,但中心地区犹太移民在 1971年

移民总数中只占 1016% , 1972年占到 1416% ,

1973年也只有 1916%。相反 , 1968—1973年的

大规模移民是由占苏联犹太人总数不到 20%

的边缘地区的犹太人组成的 [ 3 ]33。边缘地区犹

太人的宗教信仰很普遍 ,这些人很看重自己的

犹太人身份 ,从来没有忘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

正是这种思想成为他们移民的主要动机。

苏联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他们苏维埃化的

程度有很大的关系。苏维埃化程度越低的地

区 ,犹太民族意识越强 ,相反 ,苏维埃化程度越

高 ,则他们的犹太民族意识越弱。据统计 ,在

1970年有 3716%的苏联犹太人生活在俄罗斯

联邦 ,这些地方的犹太人同化程度最高 ;西部的

白俄罗斯、拉脱维亚、乌克兰和南部的乌兹别克

斯坦 , 在 1970 年拥有全苏联犹太人口的

4914% ,被同化的程度名列第二 ;而 1014%的

苏联犹太人生活在西部的摩尔达维亚与立陶

宛 ,南部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土库曼 ,是所

有苏联犹太人受同化程度影响最低的。[ 4 ]

在苏联边缘地区同化程度较低的犹太人大

多仍持有他们传统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 ,特

别是根据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并入苏

联的犹太人 ,其民族意识最强烈。20世纪 70年

代对苏联犹太移民的两次民意测验证实了边缘

犹太人与中心地区犹太人之间的犹太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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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在移居到以色列的 150名苏联犹太人中 ,

有很强或中等犹太民族意识的 ,从波罗的海国家

来的占到了 71% ,而从俄罗斯联邦来的只有

38%;犹太民族意识比较低的 ,从波罗的海国家

来的比率是 29% ,而从中心地区来的却占到了

62%。1976年在美国底特律对 132名苏联犹太

移民的采访也证实了这种情况 , 25%从苏联西部

来的人说他们小时候家里就没有一点犹太人的

气氛或只有部分 ,而 7418%的人说家里多多少

少甚至全部是犹太人的氛围 ,而中心地带犹太人

相应的比例是 4619%和 5017%
[ 2 ]29。

就苏联早期犹太移民潮而言 , 87%的移民

正是来自有着较强民族意识的边缘地区。1950

年 7月 ,以色列议会通过《回乡法 》(Law of Re2
turn) ,规定所有的犹太人 ,无论其出生地如何 ,

一概赋予在以色列定居的权利 [ 5 ]。以色列在

1967年“六五战争”中获得全胜 ,更激起了边缘

地区犹太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犹太复国主义

情感 ,促使他们不顾一切地以家庭团聚为理由

向政府提出申请。这些边缘地区的犹太人会较

早地申请移民 ,而且也能如愿以偿 ,有两个原

因 :一方面 ,二战后 ,一大群前波兰公民仍滞留

在苏联境内 ,大多住在西部边境地区 ,名义上仍

保有波兰国籍。虽然斯大林政府剥夺了他们回

国的权利 ,但在赫鲁晓夫时代 ,经过长期谈判 ,

签订了《苏波遣返协定》, 20万前波兰公民包括

15万犹太人终于返国 ,很多遣返的犹太人最后

就定居以色列。这些波兰犹太人住在苏联时与

苏联其他犹太人关系密切 ,他们大举移民到以

色列为苏联犹太人树立了榜样 ,令他们终身难

忘。另一方面 ,边缘地区犹太人与苏联外部的

犹太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为了家庭团聚申

请出国签证 ,获得成功的绝大多数是老人、退休

者及体弱多病者。苏联政府迫于西方国家尤其

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施加的压力 ,同时政府认

为留着这些人也没有什么用 ,只会增加经济负

担 ,因此这部分犹太人的签证申请比较容易获

得批准。

(二 )中心地区犹太人移民动机。

相对于苏联边缘地区的犹太人而言 ,中心

地区犹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 ,苏维埃化程度较

高 ,大部分是专业的中等阶级 ,在移民初期阶段

激发边缘地区犹太人移民的犹太复国主义思

想 ,在他们身上影响不大。他们移民的动机主

要是对苏联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失去信心 ,

同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重又推进斯大林化有

关。特别是苏联 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使

他们对自己在苏联的前途失去了希望。同时 ,

还由于苏联政府停止了对西方广播电台的干

扰 ,使得苏联犹太人能够收听到更多的有关国

内犹太人和其它的消息 ,这也推动他们移民。

苏联中心地区的犹太人 ,在经过斯大林时

代所谓“黑暗年代 ”的沉默后 ,到 60年代中期

开始活跃起来 ,出现了有组织的联系紧密的犹

太积极分子群体。这种变化首先是赫鲁晓夫时

期非斯大林化带来的结果。非斯大林化从根本

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政治气氛和大众的心理状

态。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金兹伯格曾说

过 :“我感激尼基塔 , 不仅因为我们都被解

放———否则我可能永久躺在了冻土上了———而

且还因为他把我们从恐惧中拯救出来 ,几乎是

10年 ,从 1955年到 1965年 ,我没有再感到恐

惧。”[ 2 ]37

赫鲁晓夫改变苏联社会的努力 ,在一定程

度上 ,也燃起了苏联知识分子的革命浪漫主义

激情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政策 ,对苏联的

知识分子极有吸引力”[ 6 ]81。包括众多犹太人在

内的苏联知识分子加入到政权重建以及国内的

民主化运动中。传统的各种形式的俄罗斯知识

分子社会政治组织 ,重新恢复了生机 ,而且很快

成为犹太移民活跃分子们活动的主要组织形

式 ,很多过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集中营的生还

者 ,重又回到了城市而且经常组织研究犹太人

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活动。

然而 ,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执掌政权

后就改变了方向 ,在对待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

的态度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开始收紧解冻

思潮的阀门 ,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书报检查制

度 ,暗中推进重新斯大林化的进程。勃列日涅

夫为首的新领导阶层的方针和政策引起了社会

的强烈反响 ,“尤其知识界的反斯大林主义者

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他们希望 50年代的‘解

冻’会在当时导致一个真正的‘春天 ’”[ 7 ]。但

他们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在赫鲁晓夫时代曾一

度被削弱的党的机构的专断权力又重新得到加

强。“赫鲁晓夫是自由化的政治改革的倡导

者 ,他的垮台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保守势力的复

苏。所谓‘新斯大林主义 ’的倾向开始出现

⋯⋯军队建设又有所加强。在赫鲁晓夫时期几

乎已经完全处于无权地位的克格勃机构 ,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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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恢复了相当的实力。”[ 6 ]171这时期政府主要的

打击对象直接指向了苏联的知识分子。特别是

在 1965年对苏联犹太作家安德鲁 ·西尼亚夫

斯基和尤瑞 ·丹尼尔的审判 ,是苏联历史上第

一次因为作者在国外出书而对其进行审判 ,同

时也是第一次被告不服罪的政治审判。还有

1965年、1966年在基辅和利沃夫对年轻科学家

的审判 ,指控他们是“恶意诽谤苏联体制 ”,这

种行为造成了相当多的苏联知识分子尤其是犹

太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反感。

苏联中心地区犹太人移民的想法也由苏联

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得到催化。“1968

年对捷克的入侵摧毁了人们对‘更富人情的社

会主义’的希望。对‘异端分子 ’的镇压 ,把人

们恣意关进疯人院 ,把许多程度不同的知识分

子中持不同政见者赶到国外去 ,这一切都损害

了苏联和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威信 ,而且大大

损伤了苏联的文化本身。”[ 8 ]很多犹太知识分子

成员在苏联的改革活动中充当了领导者 ,对他

们而言 ,整个苏联的政治气候突然改变了 ,废弃

了经济改革 ,政府的宣传机构非常熟练地将沙

文主义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伪

装下纳入到反对犹太人的活动中。所有这些极

大地震撼了那些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民主人士 ,

使得他们意志消沉 ,觉得在苏联的生活已经没

有前途了。莫斯科神经机械学家、地下出版物

组织者鲁特曼 ,曾和其他人一样积极参与了对

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审判的抗议活动 ,他回

忆说 :“在那些日子里有很多希望。我们中的

很多人相信在苏联可能有更多的自由。”但在

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之后 ,他说 :“关于未来

我们一直都在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俄罗斯从来

不会给我们比现在更多的自由 ,她的人民没有

独立的传统 ,他们总是让自己让任何一个暴君

来领导。”他通过重新回到他的犹太人身份来

解决他深刻的精神危机 :“国家是生活在同一

个地域的人们的共同体 ,从这个意义上我是俄

国人。但我意识到我没有真正的认同俄国的祖

先 ,我的确不能将自己看作是俄国历史潮流中

的一分子。我觉得我不属于她 ⋯⋯据我所知 ,

我认为我能更自然地在犹太传统中确认我自

己。无论如何 ⋯⋯我觉得犹太人就是我的人

民。我知道俄国人不是。”[ 2 ]141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 ,政府停止了对西方广

播电台的干扰 ,这使得苏联犹太人接受到了更

多的国内、国际消息 ,其中包括移民的消息。西

方国家为了对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宣传和渗

透 ,在慕尼黑设立了“自由电台 ”,不间断地广

播。“美国之音 ”和“自由之声 ”等不仅提供关

于外国事件的信息 ,也提供关于苏联国内事件

的消息。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报苏

共中央的材料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 ,

“仅仅在美国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任务 ,研究对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 ,包括青年进行思想影响的

就有大约 80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 ⋯⋯现在从

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 41个无线

电台 ,一昼夜播音 253小时”[ 9 ]1922193。当然 ,西方

国家的敌对宣传有其政治目的 ,是服务于自己

国家利益的 ,而且在特定的时期里是出于冷战

的需要 ,并非完全客观公正。“自由之声 ”广播

委员会负责人毫不隐瞒其对苏联进行思想瓦解

的宣传宗旨 :“对于广大苏联青年完全不必要

提出具体的正面的口号。只要引起他们对周围

的气愤就足够了。”[ 9 ]193但通过这些电台 ,犹太

移民得到了更多的消息 ,这些报道成为犹太移

民运动和西方公众的不可缺少的联系渠道。有

人曾经这样描绘西方电台在早期犹太移民运动

发展中的作用 :“以色列的呼声在使犹太人证

实他们的犹太身份上有很大的帮助。以色列呼

声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在世界历史上再没

有这样的例子了。也许只有苏联外部电台对苏

联内部的社会政治运动有很重要的贡献。以色

列的声音在苏联犹太人的不同群体中都可以听

到。”[ 2 ]38

在移民运动的初期阶段 ,从苏联中心地区

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中 ,具有强烈犹太民族意

识和出于犹太复国主义动机而移民的人是很少

的。据调查显示 ,在 1971—1975年间到达以色

列的苏联移民 ,具有较强犹太民族意识或是符

合以色列身份认定的 ,只有 1715%来自中心地

带 ,他们来自俄罗斯、东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 ,

其中将近 17%的人在 1976年又离开了以色

列 ,是其它地区苏联犹太移民离开以色列人数

的 3倍还多 [ 3 ]42。所以在 70年代移民潮的最初

几年 ,中心地区犹太人更多是出于对国内政治

民主化的失望而移民。

二、1973年后苏联犹太人的移民动机

　　1973年开始 ,苏联犹太移民去西方的人数

开始急剧增多 , 1972年还只有 251人 , 1973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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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增到 1 456人。1971年到 1981年间苏联犹太

人移民到以色列以及西方的人数统计见表 1:

1973年以后苏联犹太移民的主体是来自

苏联中心地区的犹太人。他们移民主要是出于

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因素的考虑 ,受犹太复国主

义影响是比较小的。美国社会工作者揭示了典

型的苏联犹太移民不是特别热衷于推销自己的

犹太人身份 , 而且对犹太教有矛盾心理。

1977—1978年 ,一位多伦多的研究者调查了 53

位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 ,发现没有宗教自由和

缺少文化发展的机会是他们离开的原因 [ 2 ]53。

从表 1中可以看到 , 1973年起去西方国家的犹

太移民人数大幅度上升 ,美国、加拿大和西欧是

他们首选的目的地。这些犹太人身上的复国主

义情绪要比通常宣传的少得多。一些犹太人获

得签证离开苏联到达维也纳 ,然后脱离去以色

列的队伍 ,继续西行。这样的人从 1973年就持

续增长 ,到 1981年竟超过了当年移民总人数的

80%。

表 1　移民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犹太人数 [ 2 ]53

年份 去以色列 去西方国家 总数

1971 12 839 (9916% ) 58 (014% ) 12 897

1972 31 652 (9912% ) 251 (018% ) 31 903

1973 33 477 (9518% ) 1 456 (412% ) 34 933

1974 16 816 (8113% ) 3 879 (1817% ) 20 695

1975 8 523 (6314% ) 4 928 (3616% ) 13 451

1976 7 321 (5111% ) 7 004 (4819% ) 14 325

1977 8 348 (4916% ) 8 483 (5014% ) 16 831

1978 12 126 (4118% ) 16 867 (5812% ) 28 993

1979 17 614 (3412% ) 33 933 (6518% ) 51 547

1980 7 515 (3510% ) 13 956 (6510% ) 21 471

1981 1 820 (1914% ) 7 580 (8016% ) 9 400

总计 158 051 (6116% ) 98 395 (3814% ) 256 446

据研究者对 1978—1979年间苏联 155名

犹太移民的调查 ,列出了移民可能离开的 21条

理由 ,并将其归为四大类 :种族的 (就业方面对

犹太人的歧视 ) ;家庭的 (渴望同家人团聚 ) ;经

济的 (渴望提高生活标准 ) ;政治或文化因素

(感受思想的自由发挥受限及由此对智力成长

的阻碍 )。每一个接受调查的人被要求圈出 21

条中至少 8条与其自身有联系的因素。据调查

结果 (见表 2)显示 :政治和文化因素被多次提

及 ,超过了其它因素 ,排在第二位的是经济因

素 ,接下来的是种族因素 ,最后是家庭因素。

具有不同社会人口特征的人在移民动机上

有很大的不同。在 1978—1979年间 ,因为政治

和文化原因而移居西方的苏联犹太人 ,调查显

示他们往往有这样的一些特征 :来自俄罗斯、受

过高等教育 ,通常都是来自大城市的不同年龄

阶段的男人。有一位 37岁的科学博士是前莫

斯科大学教授和新西伯利亚科学实验室的负责

人 ,他在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波兰参加学术

活动后 , 1978年决定移民。他回忆说 :“在波兰

的生活使我极度地震惊。我看到了一些对我来

说在苏联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书籍、电影和戏剧 ,

当我看到波兰的同事访问西方时带回来的幻灯

片和照片时 ,我的欲望很受刺激。反犹主义不

是让我移民的一个因素。我觉得作为一名犹太

人是我进入大学和找工作的障碍 ,而且这个障

碍越来越重。但是这些障碍总会有一两种办法

去解决它。缺少被苏联科学家看得比其他任何

事情都重要得多的国外的访问、旅行 ,是我离开

的根本原因。”[ 2 ]59

表 2　苏联犹太移民的动机 (1978—1979) [ 2 ]51

动 　机 提及次数 比 　例

政治或文化 319 3818%

经 　济 207 2512%

种 　族 179 2118%

家 　庭 117 1412%

总 　计 822 10010%

有很多知识分子移民的主要动机是觉得事

业停滞不前、前途渺茫或是没有一个有意义的

人生 ,如同苏联著名的作家和物理学家亚历山

大·弗若内尔 (A lexander Voronel)所说的“这

无异使生命失去了意义 ”[ 10 ]。有的移民觉得在

苏联没有专业发展的机会 ;在国内缺乏公民权

利和自由 ;缺少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 ,信息接收

上受到限制 ,以及总体上对文学、音乐以及现代

艺术的限制 ,等等。

与此对应的是 ,对于因种族原因移民的这

些人来说 ,“种族歧视”、“害怕孩子因为是犹太

人而不能接受很好的教育和拥有很好的工作 ”

是他们移民的主要动机。只有 3%的人是因为

缺少保持民族文化和宗教的机会而移民。由于

民族因素而离开的人大都生活在俄罗斯联邦之

外 ,并且是以犹太民族登记的 ,他们处于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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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不同的教育和职业等级、不同性别 ,来

自各种规模的城市。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位

42岁的工程师 ,他说其移民是因为怕自己女儿

是犹太人而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也因为自己

单位在 1978年 8月搞的一次内部演讲 ,这次演

讲的主题是“同犹太复国主义作斗争 ”[ 11 ]
,演讲

中公然地叫嚣反犹 ,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此

后不久他就和妻子讨论移民事宜。他的例子很

平常 ,在他所在的单位中大约 40%的工程师和

设计师都是犹太人 ,在这一次演讲之前只有一

个人离开苏联 ,在此之后有 11个人马上决定移

民了。

性别、年龄、注册民族、居住区域等因素同

经济原因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但因经济

原因而移民的人绝大部分是在职业的底层 ,没

有上过大学 ,而且通常来自小城镇。在经济方

面 ,诸如“收入低 ”、“住房困难 ”、“买必需品困

难”、“要排队 ”,以及对经济压力的恐惧等 ,都

成为他们移民的主要原因。他们对于那些具有

较小压力而享有较好生活的环境 ,毫无疑问很

感兴趣。

最后 ,移民动机是因为家庭因素的通常是

妇女和超过 50岁的老人。这些人因为“个人

(家庭 )原因而离开 ,因为我的亲戚们离开了 ”,

“我得和他们在一起 ”,还有就是因为苏联限制

去西方旅行而妨碍了他们家庭之间的联系。

总之 ,由于地域、职业、教育、年龄以及城市

化程度不同而带来的犹太人不同程度的同化 ,

导致了他们在移民的动机上也显示了不同的特

点 :来自布尔什维克统治最长地区的犹太人以

及在大城市、大学以及在工作中最早承受压力

的犹太人 ,是同化程度最高的 ,最有可能因为文

化和政治原因而移民。相反 ,那些较少同化的

犹太人 ,包括居住地并入苏联较晚的、父母亲都

是犹太人、或者 16岁时已把犹太民族作为他们

民族登记在国内证件上的这部分人 ,倾向于种

族原因移民。那些生活在苏联较边远地区的犹

太人 ,忍受着较低的生活标准 ,他们主要是因为

经济原因而移民。由于家庭原因而移民的主要

是老人、妇女 ,因为家庭是他们生活的重心。

(本文写作得到杨春龙教授的精心指导 ,

特此致谢 ! )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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