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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严格意义上说, 以色列是现代世界上唯一的移民国家。一是指以色列国家首先是由欧洲国家

的犹太移民建立的; 二是指以色列犹太人口的一半是建国后从世界各地移民而来。从欧洲历史上看, 欧洲国

家的犹太人, 经历了五次的“阿里亚”(AL IYA )即“移居以色列地”的移民潮, 最终确立了以色列国家的合法地

位。以色列建国后, 从世界各地进一步移民, 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现代化, 但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

移民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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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论及移民国家, 自然就想起了美国、澳大利亚或加拿大, 但是, 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而言, 以色列是现

代世界上唯一的移民国家。这里包括两重含义: 一是指, 以色列国家是由移民建立的。首先是由欧洲国家的

犹太移民, 从 1882 起, 基于建立民族国家的崇高理想和充满智慧、英勇战斗的果断行动, 通过“阿里亚”

(AL IYA )即“移居以色列地”运动来实现的。在 1882 年以前, 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犹太人只有 214 万人, 但是

到 1948 年以色列国家建立时, 在这 66 年的时间里, 通过 5 次大的欧洲移民潮, 犹太人口猛增至 65 万人, 其

中 50 万人来自俄国和东欧国家, 其他来自德国、法国、荷兰和奥地利等国家, 只有少量犹太人来自阿拉伯国

家。[ 1 ] (P115) 二是指今天以色列国的主体民族——400 万犹太人中, 约有 200 万人是在以色列建国后, 从 8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移民而来的。今天 400 多万犹太人中, 绝大多数是移民及其后裔。本文拟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

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以色列建国前的欧洲犹太移民的历史背景、进程及以色列国内的移民

社会问题, 作一简要探索。不当之处, 敬请专家和同行指正。

一、以色列建国前的欧洲犹太移民潮及其历史背景和进程

如果我们从移民历史的角度, 看待来自欧洲的犹太民族移民潮的话, 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 以色列建国

前的欧洲犹太移民返回圣地锡安山的运动, 直接推动了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潮前后经历

了五次。那么, 是什么样的精神动力和社会原因, 驱使欧洲的犹太移民, 不远万里, 历尽千辛万苦, 回归以色列

呢?

1. 以色列建国前的欧洲移民潮的思想源流

第一、回归圣地锡安山思想的产生。19 世纪下半叶, 东欧的犹太人的政治处境日渐艰难, 西欧的反犹主

义也初现端倪。这就迫使一些有创新远见的犹太思想家, 为犹太人的问题寻找一个根本的解决之路。他们的

答案就是: 回到圣地锡安山 (Zion)去 (锡安山, 圣城耶路撒冷老城边上的一座小山, 古代犹太国的国王大卫安

葬在这里。犹太民族视之为故乡的象征, 锡安山主义, 即犹太复国主义)。只有让犹太人在其故乡部分或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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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获得土地和独立, 才能在根本上解决犹太人的出路问题。

在 19 世纪 60 年代, 有两种主要代表思想: 第一是以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关系甚密的摩西 1
赫斯为代表, 在其名著《罗马和耶路撒冷》一书中, 他认为, 人类的解放和未来, 必须急切地发展各个民族的民

族觉悟。这里当然包括犹太民族。犹太民族的未来, 只有靠它的人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大规模地团聚才能得

到保证; 第二是以犹太教拉比犹大 1 阿卡莱和策维 1 赫什 1 卡里希尔为代表, 他们认为, 犹太人有义不容辞

的责任和义务, 要为救世主弥赛亚的复归准备好场地。为达到这一目的, 就必须在以色列的故有土地上大规

模地移民、开发和定居。这既是为东欧的犹太人艰难处境考虑的即时解决办法, 也是犹太人长远的和根本的

出路。但这两种思想都主张犹太人民在其故土的回归。这种回归的思想对后来的犹太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

活动家, 以及全世界的犹太人民, 特别是处在东欧、西欧的犹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预言家、后来成为锡安山工人党的领袖人物的纳赫曼 1 西尔金 (N achm an Syrk in) , 在 1898 年发表了《犹太人

问题和社会主义犹太国》, 1905 年约瑟夫 1 维特金 (Jo self1V itk in) 发表了《对献身于民族复国主义的犹太青

年的呼吁》, 还有其他的思想家同样主张犹太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回归。认为除了在犹太民族的故土建立一

个犹太国以外, 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1 ] (P83) 而许多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如本 1 古里安等则直接积极投身于

建立以色列国的宏伟事业。回归故地, 已经成为一种崇高的精神理念, 驱使和鼓舞着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

人民, 不畏艰险, 前赴后继, 面对种种的困难和挫折, 踏上了建立以色列国的光辉之路。

21 以色列建国前的欧洲移民潮的社会背景

从中世纪到近代, 犹太人在欧洲各国, 不仅遭受到残酷的宗教压迫, 而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各国政

府和社会上层的迫害。特别是当社会矛盾激化, 危及到政府统治的时候, 统治者总是转移人民的视线, 将社会

冲突的矛头, 指向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各国政府通过制定法律, 对犹太人在政治上加以限制、歧视和迫害; 在

经济上剥夺犹太人用智慧、劳动和汗水积累起来的资本。在东欧各国和沙皇俄国, 由于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

和统治者的落后与残暴, 整个社会生活毫无民主可言, 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歧视也就更为猖獗。

18 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给犹太人获得民主、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地位, 带来了一线生机。资产阶

级革命在欧洲大陆的胜利, 使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观念, 深入人心。伴随着犹太

资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 为争取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思想开始在欧洲犹太人的心中萌生。寻找祖国, 已经成为

许多犹太人的梦想。普鲁士犹太人起草宣言, 表达他们希望有个“祖国”的热烈情感。“呵, 有一个祖国, 那是

多么神圣的感情啊!呵, 在这可爱的世界上多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和避难所!”法国犹太人在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思潮的推动下, 组成特别代表团出席大陆会议, 要求讨论犹太人问题。1791 年 9 月, 法国国民议会通

过新宪法, 首次承认犹太人为法国公民, 随后, 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普鲁士生活的犹太人相继获得了所

在国家的公民资格。但是, 在其后的 100 多年的欧洲发展历史表明, 犹太人从来就没有融入所在国家和社会

中, 而各国政府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俄国和东欧国家, 由于缺乏民主体制,

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歧视尤甚。[ 2 ] (P27—28) 到 20 世纪上半叶, 以法西斯德国为代表, 对犹太人的迫害与残杀, 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犹太人看来, 犹太人要想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正是由于这一原

因, 德国犹太思想家摩西 1 赫斯在 1862 年就明确指出, 犹太人是一个特殊民族, 不是一个宗教集团, 犹太人

的解放, 决不能依赖于与其他民族的同化来完成。“在各个民族之间, 我们犹太人将永远是外来人⋯⋯每一个

犹太人, 不管是否愿意, 在血统上就同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紧密相连⋯⋯每一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

生死与共, 负有责任。⋯⋯为了使犹太国复活, 我们应当首先考虑在政治上复活我们的国家”,“向我们祖先的

国家移民。”[ 2 ] (P28) 1882 年, 热爱圣山运动的领袖列奥 1 平斯克在《自我拯救》的著作中, 也同样认为, 犹太人

在寄居国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想作为一个民族而永久存在, 就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聚集中心。[ 1 ] (P28)

从整个欧洲的移民社会背景来看, 当欧洲犹太移民潮开始酝酿的时候, 移民潮已经在欧洲成为一种社会

潮流。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对新世界的渴望和美好社会的向往, 促使一部分

非欧洲社会上层的人士, 离开自己的祖国, 远走他乡, 开始了移居海外的移民潮; 另外, 由于在欧洲的新教徒

不断受到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的迫害, 迫使新教徒离开欧洲大陆, 加入到移居国外的行列中来。到 19 世纪,

移居海外, 已经成为当时欧洲的一种社会潮流。欧洲大陆各国政府, 并没有对这种移民潮加以阻止, 相反在某

种程度上予以纵容。因为, 在各国政府看来,“外迁移民尽管被作为经济上的损失和文化上的‘放血’而被指责

(Bek lagen) , 但它同时作为在资产阶级时代对付令人担心的社会革命的不可缺少的安全阀门——外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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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社会革命问题的出口。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看来, 大量的移民外出, 也是社会革命和社会问题的

输出”。仅以德国为例, 从 19 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有 550 万跨越大西洋的德国移民到达了美国, 至

今美国已接受了总计 880 万的德国移民。[ 3 ] (P324) 在这种背景下, 欧洲的犹太移民迁出欧洲大陆, 自然也是这

股欧洲移民潮的组成部分。

31 以色列建国前的欧洲移民潮的历史进程

从 19 世纪 80 年代, 到 1948 年以色列建国, 来自欧洲的重返家园的犹太移民, 总共形成了五次大的移民

浪潮。

第一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 伴随着犹太世界联盟 (A lliance Israelite

U n iverselle) 的成立, 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巴勒斯坦地区, 从阿拉伯富有者手中购买土地的行动开始

了。1868 年, 犹太世界联盟派代表查尔斯 1 内特到巴勒斯坦调查移民开发农业的可能性, 并随后批准了内特

的开发计划, 从 1870 年到 1872 年, 先后购买了 6400 英亩土地, 建立了第一所农校——米克维 1 以色列农

校。这是犹太人通过购买土地, 获得建立国家的物质基础的第一次尝试。正如该次行动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叶

林在其回忆录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目的是长久的百年大计”,“通过这次买地, 我们希望能在若干年内, 在

约旦河畔扩垦出成千上万英亩荒地。如果我们能将它们变成可耕地, 这片荒芜之地就将合法地免费归属我们

了”。[ 1 ] (P11) 从此, 购买田地, 建立犹太移民点, 便成为一项持续性的世纪工程。1878 年, 回归圣地的第一次犹

太移民潮开始了。由热爱圣山运动所组织的从俄国和罗马尼亚移居而来的几千名犹太人, 出于建立自己的家

园和国家的崇高理想, 不顾当时土耳其政府的禁止犹太人移民和购买土地的法令 (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处于土

耳其的控制之下) , 来到了巴勒斯坦, 开始了建立自己家园的伟大事业。同时, 有远见的当地犹太人, 也加入到

购买土地的行列中来, 并建立了第一批犹太移民农业开发村 (莫沙瓦)。随后, 罗马尼亚的巴勒斯坦犹太移民

开拓协会、俄国比卢运动、法国的犹太人罗思柴尔德男爵和波兰的移民机构, 先后购买了土地, 建立了三个莫

沙瓦: 佩塔蒂克瓦、里顺 1 锡安和罗什宾纳, 并组织了上述国家的犹太人返回家园。但是, 由于移民村的经济

和生活极其困难, 俄国将犹太人驱逐出莫斯科, 迫使 3 万当地犹太人移民美国, 以及俄国政府承认了热爱圣

山运动的合法性, 第一次犹太移民潮到 1903 年随即结束。

第二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从 1903 年到 1914 年, 主要发生在俄国和东欧国家。如果说, 1882 年刚

刚开始的第一次犹太移民潮, 还只是回归圣地的序幕的话, 那么, 到 1903 年, 已经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进入

20 世纪以后, 有两件事情促使俄国和东欧国家的犹太人民, 开始了第二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一是 1897

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 并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这在犹太人中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 各种犹太政党和团体纷纷成立, 并开展活动。二是 1903 年在俄国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

在基什涅夫城几十名犹太人被反犹分子杀害, 在霍麦尔城也有一次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 只是由于犹太人

的自卫组织的自卫行动, 而未能得逞。于是, 1903 年 12 月 5 日, 霍麦尔城的自卫者们, 因无法在俄国继续滞

留下去而作为第二次移民潮的第一批移民, 到达了巴勒斯坦海岸, 随后追随者络绎不绝。在这期间, 犹太复国

主义执委会巴勒斯坦办事处 (Jew ish N at iona l Fund)有计划地购买土地和实现农业的移民开发, 并成立了三

个下属机构: 犹太民族基金会、橄榄树基金会和巴勒斯坦土地发展公司, 在巴勒斯坦从阿拉伯人手中购买了

大量土地用于安置犹太移民。就是在这一阶段, 由于受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建立公社 (基布兹

K ibbu tz)、合作农庄 (莫沙夫M o shav)和集体农场成为这一时期移民的主要形式。能够在合作农庄和集体农

场工作, 成为许多犹太移民的强烈愿望。获得这样的工作机会, 被看作是一种荣耀和自豪。正如第一批在农

场工作的女工萨拉 1 马尔金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每个人谈起这件事, 都觉得非常神圣。许多人还觉得不

配去干它, 认为自己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和指导之后才有资格。但是, 现在一切难题都解决了。”[ 1 ] (P110) 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结束了第二次回归圣地的移民潮。

第三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从 1919 年到 1923 年, 主要发生在俄国和波兰。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第

二次回归圣地犹太移民潮的继续。这一移民潮发生的背景是, 俄国二月革命以后, 反犹的法令被限制和取消,

犹太人享有了国民的平等权利。于是, 原来进行秘密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各党派便公开组党。其中锡安山青

年党、犹太复国主义先锋青年运动世界联合会 (简称H ehalu tz) 最引人注目。该联合会在波兰、立陶宛、拉脱

维亚、罗马尼亚和德国都设有支部。该组织通过其网络, 成功地组织大量的欧洲各国的犹太青年移居巴

勒斯坦。在这次移民潮中, 其主体是单身的青年人, 他们很多来自于同一城市或乡村, 从小接受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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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安山的教育, 怀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 为自己的复国主义理想和先锋精神所驱动, 这为移民潮增添

了活力。在短短的 3 年内, 新移民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经济的主要劳动力。据统计, 从 1919 年到 1923

年, 有 315 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919 年有大约 2000 人进入, 以后几年平均每年有 8000 人左右迁入。

到 1924 年, 巴勒斯坦共有 71 个农业移民村, 其中有 20 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建的。这在以往的移

民历史上, 是从未有过的移民速度。在这 5 年中, 犹太人口从 516 万人上升到 9 万多人。巴勒斯坦的犹太

社团的结构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土生土长的犹太人的社团, 在巴勒斯坦由多数成为少数。在这一时

期, 犹太工人联合总会 (简称犹太工总) 由于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建立的劳动兵团与青年卫士运

动所建立的公社, 成为这一时期移民的主要形式。它们的共同之处是: 渴望着回归大地, 拓荒开发, 盼望

着建立独立自主的农业移民村, 以此为基础来建设国家。它们的不同之处是: 劳动兵团把犹太复国主义

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视为自己的主要目标, 极少强调个人需要; 而青年卫士运动则把每个个人的发

展和自我实现作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到 1923 年夏天, 由于巴勒斯坦就业形势恶化, 失业率达到就业

人口的 12% - 13% , 第三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随即结束。

第四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又称为“格拉布斯基移民潮”, 从 1924 年到 1926 年, 移民的主体是波兰

犹太移民。这次移民潮的迅速形成, 是由如下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是波兰的财政部长格拉布斯基, 针对波兰的

犹太移民制定了收取重税的政策, 沉重打击了犹太中产阶级, 迫使大量的中产阶级的犹太移民迁出波兰; 二

是美国开始实施新移民法, 限制了犹太移民移居美国的数量。美国历来是东欧国家犹太移民的主要目标国

家, 1921 年有 1119 万人进入美国, 1924 年仅为 4 万人, 1925 年跌至 1 万人。这自然加剧了犹太移民流向圣

地的速度。与前 3 年每年平均进入巴勒斯坦 8000 名犹太人相比, 1924 年入境 112 万人, 1925 年高达 315 万

人。虽然到了 1926 年降到 114 万人, 但 1924 年到 1926 年短短的 3 年时间里, 移民总数是 611 万人, 而第三

次移民潮总共才有 315 万人。第四次移民潮不仅仅在人数上大量增加, 而且在社会构成上也有重大变化。表

现在: 前些年大多数移民是青年人, 通常是单身汉, 而且一文不名。而第四次移民潮中的人员大多数是中产阶

级成分。他们是工匠、店主和小商人, 也有一些掌握着巨额财富的企业家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由于第四次

移民潮中的成员, 在波兰时大多数是居住在城市, 因此, 第四次移民潮中的 80% 人员都落脚在巴勒斯坦的城

市里, 继续从事在国外时的老职业, 特别是在特拉维夫。1923 年 12 月, 特拉维夫是 116 万人, 到 1925 年 12

月, 达到了 4 万人, 这还不包括在雅法的 8000 犹太人, 圣城耶路撒冷和海法的犹太人口也迅速增加。这批移

民的到来, 刺激了巴勒斯坦地区商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 也为回归的移民和以前的移民提供了更多的工

作机会。只有少量的移民去从事农业开发。在这期间, 全国最大的销售组织——特努瓦成立, 并在农业移民

开发事业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工人银行的成立和运转, 对于金融业的发展,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

至今天, 它依然是以色列国家最大的银行之一。但是, 好景不长, 到 1925 年 12 月, 经济形势趋于恶化, 许多企

业破产, 失业人数大量增加, 移民人数随之大减。第四次欧洲犹太移民潮随之结束。

第五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从 1929 年到 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 巴勒斯坦处于英

国托管时期。而英国和阿拉伯人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于是, 1929 年在巴勒斯坦地区掀起了一场反对犹太人

的浪潮。总共有 133 名犹太人被杀, 约 330 人受伤。但这一事件, 似乎对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潮没有产生很

大的影响。1929 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美国和欧洲国家, 这使得居住在欧洲国家的犹太人更加相

信, 在居住国没有发展的前途。重返家园——巴勒斯坦地区便汇成一股强大的移民潮流。1929 年, 有 5200

人, 1930 年有 5000 人, 1931 年有 4100 人。1933 年, 希特勒在德国掌权, 咄咄逼人的反犹主义浪潮席卷全德

国, 随后遍及整个德国占领区。逃离德国和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国家, 成为欧洲国家的犹太人优先考虑的迫切

问题。由于这些原因, 移民人数空前增加。1932 年迁入巴勒斯坦的欧洲犹太人是 9500 人, 1933 年 3 万人,

1934 年是 412 万人, 1935 年达到创纪录的 612 万人, 由于政府的限制, 1936 年的移民人数跌到 3 万人。其后

几年, 移民人数逐年下降。[ 4 ] (P246)

从 1929 年到 1936 年, 总共有 1818 万欧洲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犹太人口从 1515 万人上升到 3814 万

人。1931 年的统计表明: 犹太人有 1715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7% ; 到 1936 年已占 31%。在这 5 年的时间里, 犹

太社团的地位彻底改观。虽然犹太人在人数上还是少数, 但是, 从欧洲各国特别是从德国迁移而来的移民中,

有大量的商人和各类专业人员: 医生、律师、工程师和科学家。还有许多专家, 他们在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方面

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富有经验, 因此, 在相对比重上, 在教育水平、技能、组织能力等方面, 已经与阿拉伯人分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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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礼。另外, 以购置土地为目标的农业移民开发, 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 1929 年到 1936 年, 总共建立了 65

个移民村。1936 年到 1939 年 9 月 1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又建立了 53 个新移民村。在新移民村中有 37

个是公社。在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又有 513 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

从以上的描述和分析中, 可以清晰地看出, 欧洲的犹太移民是以色列国家开拓和建设的先驱者, 是以色

列国家建立的基石。正是由于欧洲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前赴后继, 才使犹太人拥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和自己的祖国, 也才奠定了以色列国家的物质基础和法律地位。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完全可以说, 没有来自欧

洲的犹太移民潮, 就没有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欧洲的犹太移民, 是以色列国家建立的先驱和功臣。

二、以色列建国后的移民进程与移民社会问题

经过欧洲犹太移民的艰苦奋战和苦心经营, 1947 年 11 月 29 日, 联合国大会决定, 在约旦河以西的巴勒

斯坦地区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 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家, 犹太国占地区总面积的 62%。就在当时当地, 英国政

府宣布, 将于 1948 年 5 月 15 日, 从巴勒斯坦地区撤军, 从而结束了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托管时期。1948

年 5 月 14 日, 英国的委任统治正式结束, 就在这一天下午, 欧洲的犹太移民先锋、出任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理

兼国防部长的戴维·本2古里安在特拉维夫的展览馆里, 宣读了以色列的独立宣言, 宣告以色列国家的建立。

11 分钟以后, 美国宣布“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 5 月 17 日, 苏联政府也承认了以色列的合法地

位。从此, 犹太人迎来了以色列国家的新生。

11 以色列建国后的移民进程。

以色列建国以后, 为全世界犹太人无限制地移居巴勒斯坦打开了方便之门。建国后的移民进程经历了两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1948 年到 1972 年, 先后有 140 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移居以色列。在建国初期,

以色列首先接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的欧洲犹太人, 直接从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的集中营和塞浦路斯

收留营来的犹太人达到 10 万人, 其余来自波兰 10 万人、罗马尼亚 10 万人、保加利亚 317 万人和东欧其他国

家, 总共约 35 万人; 1950 年 7 月 5 日, 以色列议会 (Keneset) 通过了《回乡法》( law of retu rn)。按照此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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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P565) 于是, 在 50 年代后期, 由于波

兰和匈牙利事件的爆发, 大批的东欧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60 年代的前 5 年, 受以色列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吸

引, 居住在东欧国家、南非和美国的犹太人, 大批移居以色列, 移民总数达到 2115 万人。[ 2 ] (P110- 111)“显而易

见, 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来说, 以这样高的比例来接纳各国的移民无疑是一种千钧重负。然而, 这不只是为自

身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而是代表着整个犹太民族的利益, 肩负着为那些受迫害者的牺牲品提供一个避难所

的重任。”[ 5 ] (P566) 同时, 这些移民对以色列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来自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成为主流。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 1973 年“欧安会”签署《赫尔辛基协议》, 苏联政府开始放松对犹太人离境的限

制。于是, 大量的苏联犹太人开始了移居以色列的漫长之旅。到 1975 年, 大约有 1112 万人离开了苏联, 其中

有 10 万人迁入以色列。1989 年苏联局势动荡, 在苏联居住的犹太人, 再一次成为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牺牲品,

此后, 又有大批苏联犹太人离开苏联, 移居以色列。到 1991 年 12 月, 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总数达到了

328187 人。如果将建国后所有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加以统计的话, 总计 501644 人, 位居移民国家的榜

首。另外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流, 来自于埃塞俄比亚。1984 年以色列发动了“摩西行动”, 1991 年, 又发动了

“所罗门行动”, 将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的 29000 名犹太人全部空运回以色列。至此, 以色列历史上, 来自于他国

的大批犹太移民潮宣告结束。

21 以色列国家的移民问题。

众所周知, 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 又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国家。就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 尽管以

色列的主体民族是犹太民族, 但是, 大多是从世界各地移居而来, 即使犹太人在以色列也具有明显不同的如

下种类:“主要来自欧美的阿兹肯那齐犹太人, 来自西亚、北非的塞法迪犹太人,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肤犹太

人, 来自也门的也门犹太人, 来自前苏联的俄国犹太人等等”; [ 6 ] (P326) 就以色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 在以

色列 1992 年人口统计的 509 万人中, 犹太人是 418 万人, 占总人口的 82% , 非犹太人少数民族是 91 万人,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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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的 18%。“在 91 万少数民族中: 穆斯林阿拉伯人 7315 万人, 其中阿拉伯人约 67 万人, 贝都因人 615

万; 基督徒阿拉伯人 10 万人; 德鲁兹人 712 万人; 切尔克斯人 013 万人。”[ 2 ] (P113)显然, 以色列国比其他任何一

个移民和多民族国家, 在移民问题上面临着更严峻的社会整合和社会一体化的艰巨任务。具体表现在如下两

个方面:

第一, 西方犹太人与东方犹太人的融合和一体化问题。就以色列社会的民族或种族来说, 可以分为两类:

即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犹太人中, 又大体可以分为西方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两大类别。西方犹太人是指来

自欧洲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及其后裔, 他们长期生活在政治制度较为文明、宗教信

仰主要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西方国家; 东方犹太人是指从巴比伦时代起一直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的犹太人及

其后裔, 他们大多生活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因此, 在东西方犹太人之间, 在政治、经济、文化、信仰、家庭等

多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西方犹太人是以色列最早的定居者和开拓先锋,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 建立了以色

列国。他们是国家的缔造者, 是这块土地上文化模式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一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比

较丰富的行政管理技能。他们有着西方的政治信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他们控制了国家权力机构和社会

上‘受人尊敬’的职务。西方犹太人在以色列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 占有统治地位, 具有强大的势

力。”[ 2 ] (P113) 与西方犹太人相比,“东方犹太人有属于东方的政治信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他们的政治、经

济、文化素质一般低于西方犹太人。东方犹太人对主要是西方犹太人中的思潮——锡安主义不熟悉、不热忱,

对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不理解、不支持, 对按西方政治模式建立的以色列国不习惯、不适应。他们仍忠于自己

家族的社团⋯⋯总之, 东方犹太人在某些方面是以色列国一个格格不入的居民群体”。以色列建国以后, 东方

犹太人迫于原居住国的政治压力, 两手空空回到祖国, 处于无权受惠的地位。因此, 往往被安置在经济上并不

发达的开发城镇或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尽管如此, 由于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的逐步改善, 仍然使老一代

东方犹太人对西方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的拯救充满感激之情。随着以色列经济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高速

增长, 青年一代的东方犹太人, 冲破了老一代东方犹太人的感恩思想, 不满意西方犹太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

等方面的特权和垄断地位, 要求在政治上有同等的机会、经济上自由竞争等。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由

于东方犹太人的出生率高, 4 个子女以上的家庭在东方犹太人中占 50% 以上, 而西方犹太人的家庭只占

4%。因此,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东方犹太人的总数首次超过了西方犹太人。于是, 东方犹太人的社会要

求就空前高涨起来。在经济上他们要求自由竞争; 在政治上他们要求改变西方犹太人一统天下的局面, 同时

倒向宗教和民族主义。这就为 1977 年右翼集团——利库德集团的上台奠定了基础。[ 2 ] (P112—113) 尽管以色列政

府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 促进东西方犹太人的融合和一体化, 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犹太人的平

等, 任重而道远。

第二, 犹太人与其他民族, 特别是阿拉伯人的融合和一体化问题。早在以色列建国时, 开国元勋们就完全

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平等观念。本2古利安在建国初就提出:“我们必须把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熔化掉, 在复兴

民族精神这个模子里, 重新加以铸造。”[ 6 ] (P65) 在《独立宣言》中他也同样指出:“我们仍号召以色列国的阿拉伯

居民在有充分和平等的公民权和在各种临时的及永久的团体和组织中有相当的代表权的基础上, 维护和平

并且在国家的发展中贡献出他们的力量。”按照宣言的这一规定,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有平等的代表权, 有权当

选为议员, 有权在国家机构任职, 有权进入以色列总工会等等。[ 2 ] (P113) 但是,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 以色列中

的阿拉伯人处于以色列的社会低层, 甚至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由于以色列阿拉伯人所具有的双重身份, 阿拉伯人往往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以色列的阿

拉伯人, 具有双重身份, 一方面, 是以色列的公民, 另一方面, 又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一分子。在他们身上, 国

家意识和民族情感有时产生激烈的冲突。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敌视和仇恨由来已久, 不可能不在他们身

上有所体现。阿拉伯国家把他们看作是敌对国家——以色列的公民, 因此, 敌视或歧视他们; 而在开放的以色

列社会,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实际上是两个互相封闭的群体, 犹太人作为以色列的多数民族和占统治地位的民

族, 并不能平等地对待阿拉伯人, 对他们进行限制、歧视, 剥夺他们的某些权利。特别是 1967 年以色列占领约

旦河西岸, 并采取高压政策以后, 进一步增强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民族情感。正因为如此, 以色列政府并不能

做到平等地对待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也正因为如此, 1992 年 7 月 13 日, 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就职演说中承认:

“我们错待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德鲁兹人⋯⋯在许多方面, 犹太群体和阿拉伯群体有天壤之别⋯⋯政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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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一切努力缩小这种差距。”[ 2 ] (P113)但随着拉宾遇刺, 以色列政府在上述方面, 并没有大的社会改革举措。

另一方面, 以色列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由于在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不同的原因, 以色列的阿拉

伯人总起来说, 处于社会的低层。据统计, 阿拉伯人的家庭收入一般只有犹太人家庭收入的 83% , 与西方犹

太人家庭相比, 收入更低。但由于阿拉伯人的家庭成员多, 每位阿拉伯妇女平均有子女 517 人, 而每位犹太妇

女仅为 217 人。因此, 人均收入远远低于犹太人。由于经济方面的差距, 阿拉伯人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

人数较少, 于是, 在社会职业的选择上, 阿拉伯人多数从事雇工或建筑工人, 从事服务性行业和担任高级行政

管理的人数极少。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从而使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成为以色列社会最低层的贫困群体。

尽管以色列政府在消除国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不平等关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如果在国际环境

方面, 以色列国家与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敌对关系, 不能从根本上改善, 那么, 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

和阿拉伯人的关系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也不会有实质上的改观。

回顾欧洲犹太移民与以色列建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以色列的移民问题, 我们为欧洲的犹太移民展示

出来的那种发奋努力、不屈不挠的先锋精神所感动。他们是以色列国家奠基的功臣, 是以色列国的开拓者和

最早的建设者; 同时, 我们对多灾多难又充满无穷智慧的犹太民族充满了敬仰。这种敬仰之情, 正如塞西尔 1
罗斯所说的那样:“这里有这样一个民族, 在一代人之间变成了一个具有决定作用的国家, 恢复了作为一个独

立国家的地位, 恢复了自己的语言, 恢复了过去的统一, 从那些小商贩和小店主的旧货物堆和大杂院里获得

了新生, 一代年轻的英勇战士成长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一群学子。这个不屈不挠的民族从最深重的灾难废墟上

站立了起来, 在最危机的关头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从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作为我们这一代人, 离她实在太

近了, 以至于即使在今天, 仍然远远无法估价这一成就的辉煌程度和这次再生的非凡所在。”[ 5 ] (P580) 我们在研

究以色列的先驱——欧洲犹太移民对以色列国家建立的功勋时, 同样也应当注意到, 以移民为基础建立和发

展的以色列国家, 存在着严重的移民社会问题。以色列要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国家, 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国内

的移民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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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 ave of Jewish Em igra tion in Europe and the Problem of Imm igra tion in Israel Sta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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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rael is the on ly state of em igran ts in strict sense. In the h isto ry of Europe, the Jew ish in European coun tries

experienced five w aves of imm igrat ion in to Israel and estab lished the legit im acy of Israel State. T he fu rther em igrat ion from

all over the w o rld after the estab lishm en t of Israel State facilita ted the social and econom ic developm en t and modern izat ion

w h ile giving b irth to som e increasing p rob lem s of imm igr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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