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 对于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文化的研究

正在逐步深入。尽管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时间

不长 , 但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 , 正是哈

尔滨这座新兴城市快速发展、政治经济形势最为

复杂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 ,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

究涉及近现代史、移民史和民族史等诸多领域。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 , 将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

文化活动 , 放到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 , 划分出几

个重要时期 , 对于进一步把握犹太人在哈尔滨历

史文化活动的基本脉络很有必要。本文仅就这一

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以就教于同行。

一、最初来到哈尔滨的犹太人

关于俄国犹太人最早到达哈尔滨的时间问

题 , 其说不一 , 大体上是在 1894—1899 年 期 间 。

这里拟根据几种主要的史料和观点 , 对这个问题

作一简要的分析与考察。

与上海和天津犹太人不同 , 哈尔滨犹太人最

初是伴随着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扩张 , 从俄国的西

伯利亚与远东地区来到哈尔滨的。其中 , 既有商

贸活动的经营者 , 也有军役人员和铁路工程技术

人员。从当时的历史记载来看 , 暂住者多于定居

者。关于这一问题, 以色列学者艾林·埃伯教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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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批犹太人来自西伯利亚 , 是那里从事有

利可图的畜牧饲养业和乳制品制造业的人。”他

进一步指出 :“在最早一批来到哈尔滨的犹太商

人中 , 有案可稽的是一位名叫格雷格瑞·萨姆松

诺维奇的犹太人。他于 1898 年从西伯利亚到达

哈尔滨 , 其身份是中东铁路公司供应物资的一家

公司的商业代表。”[1](P9,P27)以色列另一位学者茨韦

亚·锡克曼—鲍曼认为:“首批到达东北的犹太人

定居者来自西伯利亚。他们给俄国工程师带来了

建筑材料, 给筑路工人运来了货物和食品。”[2](P80)

此外 , 中国学者张铁江通过对哈尔滨犹太人墓地

的考察得出结论 , 认为“1894 年第一个来哈尔滨

的俄籍犹太人格利高里·鲍里索维奇·德里金是

哈尔滨最早的犹太移民”[3]。

在中东铁路修筑之前 , 前来哈尔滨的俄国人

一般只能通过水路 , 沿松花江上行到达哈尔滨地

方 , 这自然要受到季节的限制 , 因此 , 来到哈尔滨

的俄国人只是少数的、个别的 , 其中是否伴随着

犹太人较难考证。1896 年, 俄国阿穆尔轮船公司

的“英诺森”号轮船就曾驶入呼兰地方做农副产

品贸易, 这其中很可能就有早已活跃在远东地区

的犹太商人。还有一份俄国人的材料也很重要 :

“一位名叫德里金的俄国商人 , 在铁路考察队出

现前 , 就在哈尔滨这个地方接受来自阿什河的牲

畜 , 并把它们装上自己的 ‘特路热尼克’( 俄文

“ТРУЖЕНИК”, 意为“劳动者”) 号轮船。而

他本人为了做 生意方便则留居在哈尔滨地区, 于

是他便成了哈尔滨最早的俄国侨民。”[4](P16)现在可

以确认 , 他就是前边所说的于 1894 年来到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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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的俄籍犹太商人 Γ.Б.德里金 , 他的墓碑现仍

安放在哈尔滨犹太人墓地[5](P61)。

中国学者李述笑先生认为 , 德里金作为第一

个来到哈尔滨的犹太人材料并不准确。他对这一

问题亦进行了仔细研究 :“据现居土耳其安卡拉

的‘哈尔滨人’穆罕默德·达伊罗夫考证 , 哈尔滨

的第一个犹太人是随中东铁路勘测队来到的别

尔科维奇 , 然后是首批筑路工程人员巴赫和别尔

希克。他们来到哈尔滨的时间应该是 1898 年。而

据《犹太生活》杂志 1939 年 1 月第 3- 4 期记载 ,

第一个来到哈尔滨的犹太人是萨姆伊尔·伊列维

奇·别尔采里。他来哈的时间是 1899 年。”[6]据此,

李述笑先生认为 , 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 , 在埠头

区开办服饰用品商店的别尔采里是第一个来哈

尔滨的犹太人。

由上可见 , 对于犹太人来哈尔滨的起始时

间 , 主要有 1894 年、1896 年、1898 年和 1899 年

几种说法 , 总的来说 , 都是在中东铁路开始修筑

前后的这段时间。上述材料表明 , 在中东铁路筹

备和动工之前 , 已经有一些俄国商人开始通过水

路来到哈尔滨地区 , 进行牲畜及日用品的交换和

买卖活动。他们与后来直接为中东铁路工程服务

的商业代表、设备供应人员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商

业者等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具有很大的自发

性 , 其身份和构成都比较模糊 , 这其中有善于经

营的犹太人是不足为奇的; 而后者则是伴随中东

铁路的修筑 , 或是由官方派遣而来 , 或是已有一

定的资本直接来哈尔滨移民投资的。

所以我们认为, 1896 年前后来哈尔滨的少数

俄籍犹太商人 , 应是最早来哈尔滨的犹太人。他

们可能随着季节的变化 , 往返于黑龙江、乌苏里

江和松花江流域 , 并在哈尔滨周围地区从事商贸

活动。其中 , 有的俄籍犹太商人来到哈尔滨可能

有所记载 , 如德里金 , 有些人因并未久居也就没

有记载。综合上述材料 , 我们将俄籍犹太人最初

到达哈尔滨的时间确定为 1896 年前后 , 而且 , 没

必要确定某个人作为来哈尔滨的第一个犹太人。

因为客观地说 , 对于根本无法确定的史实 , 这种

稍微模糊的定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更为接近历

史的真实。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中国东北边疆政治、经

济形势异常复杂 , 过去清朝政府的封禁之地 , 这

时已为日俄势力所染指。而辛亥革命后所出现的

军阀混战局面 , 更使中央政府在这一地区很难实

施有效的管理 , 这就给来自俄国的犹太人提供了

发展的良好机遇。从 20 世纪初开始, 犹太人在哈

尔滨及其周边地区 , 创办工厂、贸易公司和商行 ,

从事木材、煤炭、油料、大豆、制粉、毛皮等经营 ,

积极参加银行和股票交易等投资活动。到 20 世

纪 20 年代末 , 哈尔滨的犹太人已近两万 , 是当时

远东地区犹太人最多的城市。与此同时 , 建立的

犹太人社区和蓬勃开展的宗教、文化活动 , 使哈

尔滨这座新兴城市成为犹太人得以暂时栖身和

发展的家园。

二、关于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活动的分期

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历史过程 , 一些

学者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 也划分出几个时期。如

有的学者将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框定在 100 年

左右 , 将这一过程看做是一条从升到降的曲线 ,

大体分为形成 阶 段 ( 19 世 纪 末—1902 年 ) 、发 展

阶 段 ( 1903—1918 年 ) 、 鼎 盛 阶 段 ( 1919—1929

年 ) 、 衰 落 阶 段 ( 1930—1949 年 ) 和 尾 声 阶 段

( 1950—1985 年) 等五个阶段[2](P81)。还有学者以重

要的历史事件为划分阶段的根据 , 将这一过程划

分为 : 沙俄时期 ( 1897—1917 年 ) 、十月革命后到

九 一 八 事 变 ( 1917—1931 年 ) 、 日 伪 统 治 时 期

( 1931—1945 年) 、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 1945—1963 年) 等四个时期[7](P125)。

我们认为 , 上述关于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活动

分期的划分各有其特点 , 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第

一种分期方法将这一过程分割得略嫌零散 , 并且

概括得也未必准确。例如, 划分出的“形成阶段”,

是指什么的形成 , 并不明确 , 如果是指犹太人社

区的形成 , 实际上当时犹太人社区尚未建立 ; 最

后的尾声阶段时间长达 30 多年 , 实际上在“文化

大革命”及其之后的若干年 , 犹太人在哈尔滨的

活动已经基本销声匿迹 , 没有多大的作用和影响

了 , 因此似无必要也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第二种

分期方法按传统的历史分期法 , 以与哈尔滨犹太

人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分期的界限 , 层次比

较清晰。但问题在于 , 俄国犹太移民的迁移浪潮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口流动过程 , 在上述各种界

限的前后 , 有时并未出现移民因素本质上的改

变。例如 , 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犹太人迁居哈尔滨

的动机有什么区别 , 其中是否有某些共性的特

点 , 等等。另外 , 这种分期方法 , 也看不出俄国犹

太人在哈尔滨全部历史过程的趋向性的变化 , 缺

乏宏观的把握和整体的认识。

对于历史过程的分期 , 主要是寻找能够改变

历史进程的重要的转折点 , 从而揭示历史过程的

本质 , 形成对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的认识 , 并强

调历史叙述的逻辑性。根据对研究成果和资料的

分析 , 我们认为 , 将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活动

过程分为两个时期比较合适 , 即犹太人在哈尔滨

的发展时期 ( 1896—1931 年 ) 和犹太人在哈尔滨

的衰落时期( 1931—1966 年) , 这恰好是前 35 年、

后 35 年 , 总共 70 年的历史。如此划分并不是为

了凑整 , 而是在资料分析的基础上 , 着眼于历史

过程的大趋势和内在的逻辑联系所得出的。

首先, 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过程的起止

时间问题。我们之所以把开始的时间定为 1896

年前后 , 在前面已经作了论述。这里还应强调的

是 : 最初的犹太人主要是经水路来到哈尔滨的 ,

是一些从事商贸、贩运等经营活动的普通人 , 他

们对后来犹太人大批涌入哈尔滨起到了传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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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扩大影响的作用。这种普通人的流动, 虽然不

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 有时也无法留下明确的历史

证据 , 但却从深层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正因为如

此 , 对俄籍犹太人最初来到哈尔滨的时间确定 ,

应该有一定的伸缩性和模糊性。并且 , 由于是一

些普通人的集体行为 , 因此 , 对于谁是最先来到

哈尔滨的犹太人的问题 , 不仅无法准确回答 , 其

实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终止时间 , 我们

认为确定在 1966 年有一定道理 , 因为在那一年 ,

犹太旧教堂和犹太宗教公会相继关闭 , 标志着犹

太社区活动的结束。但是 , 当时还有一少部分犹

太人生活在哈尔滨 , 据统计 ,“到 1967 年生活在

哈尔滨的苏联籍侨民为 69 人, 原为俄籍, 1927 年

以后变成无国籍的侨民共有 187 人。”[8](P231)在这

187 人当中, 有些人就是犹太人。根据资料记载,

1927 年前后 , 在哈尔滨的俄侨有 25 637 人申请

加入了苏联国籍, 还有 30 322 人没有加入苏联国

籍, 而变成了无国籍居民[9](P80)。在那些未加入苏联

国籍的人口中 , 除了十月革命后逃离新政权的旧

贵族、官僚、地主等之外 , 还有就是部分原属俄籍

的犹太人。

到 1966 年之前 , 虽然哈尔滨犹太人的社区

活动已经终止 , 少数犹太人已经年暮 , 但他们还

有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 有着相互间的交往。可

是在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 , 这些侨民

又被怀疑与“苏修”有牵连 , 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

迫害, 有些人最后还是离开了中国。从 1966 年到

1985 年最后一个哈尔滨犹太人阿哥列辞世的 20

年间 , 所剩无几的犹太人由于年迈体衰 , 已无法

从事任何活动。所以, 将 1966 年确定为犹太人在

哈尔滨活动的终止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其次 , 确定 1931 年为犹太人在哈尔滨由发

展到衰落的分界线的原因。1931 年九一八事变

后 , 日本侵入中国东北 , 这是东北近现代历史上

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 是东北历史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同时, 日本占领东北, 对中东铁路以至外侨

在 哈 尔 滨 的 事 业 和 生 活 也 是 一 个 巨 大 的 冲 击 。

1932 年 2 月 5 日 , 日本军队开进哈尔滨 , 1935 年

中东铁路被迫转卖给日本 , 于是包括犹太人在内

的外侨的命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当时 , 哈

尔滨中央大药房老板科夫曼和犹太人青年钢琴

家卡斯普被日本宪兵操纵的俄匪绑票致死案等 ,

表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发展已经开始逆转。

我们在哈尔滨犹太人人口统计表中 , 可以看

到这样一条曲线 : 从 1898 年开始到 1931 年的人

口曲线呈明显的波浪形状。期间出现过几次高

峰, 几次低谷, 最高峰为 1920 年达到 20 000 多人,

此后又迅速回落 , 到 1929 年仅为 1 324 人 , 而在

① 1999 年 在 哈 尔 滨 松 花 江 上 坞 泥 沙 中 挖 出 一 个

1.5 米左右的铁锚 , 虽然上面已经锈迹斑斑 , 但几个俄文字

母还是清晰可见 , 现存于哈尔滨市松北区规划局。

1931 年 又 出 现 了 一 次 小 小 的 回 潮 , 达 到 2 600

人。此后, 这一波浪形曲线就变成了一条直线, 倾

斜而下 , 表示人口逐年递减 , 再未出现过任何起

伏。这一表示人口数量的曲线 , 证明我们对哈尔

滨犹太人历史活动过程的划分是合理的 , 并且与

历史过程本身的发展脉络也是相吻合的。

譬如 , 从统计数字显示 , 俄国十月革命对犹

太人迁居哈尔滨的数量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 只不

过十月革命后迁来的犹太人原来的经济状况更

好一些, 其中不乏为布尔什维克所打击的巨商富

贾, 只是人口构成稍有变化。同时, 第一个发展时

期也是曲折的 , 既有波峰又有浪谷 , 但总的趋势

是在发展,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犹太人在哈尔滨的

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成功 , 其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但是在 1931 年以后 , 随着犹太人口的大量南迁 ,

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事业也开始衰落 , 并且这种衰

落趋势也未因抗日战争的结束或新中国的建立

而有所改变。因此, 我们认为, 这样划分犹太人在

哈尔滨活动的历史过程, 趋势是明确的 , 线索是清

晰的, 也便于取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哈尔滨犹太人口统计表[10](P132)

三、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发展时期( 1896—

1931)

1896 年前后, 少量俄国犹太人与俄国人一起

乘坐早期的蒸汽轮船从黑龙江进入松花江 , 上行

到哈尔滨地方 , 与这一带呼兰、宾州、双城等地的

居民从事各种买卖交易活动。他们主要来自西伯

利亚和远东各地 , 为不断涌入西伯利亚和远东的

俄国移民 , 以及正在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工人

们, 征购牲畜、粮食等农副产品。在中东铁路修筑

前 , 这条水路可谓是黄金之路 , 比起欧俄到远东

要节省数倍的时间和运费。况且西伯利亚与远东

冬长夏短 , 气候寒冷 , 农副产品十分匮乏 , 因此 ,

从这里收购农副产品运往俄国远东确实是“有利

可图”的生意。当然, 有的轮船可能在狂风暴雨中

覆倾而沉入江中 , 近年来 , 在松花江哈尔滨江段

发现不少当年俄国轮船的遗物可作旁证。①

1898

1899

1900

1902

1903

1906

1908

1911

1913

1919

1920

1922

3

10

45

300

500

3 000

6 000

2 400

5 032

7 500

20 000

11 000

1924

1925

1926

1927

1929

1931

1933

1935

1937

1953

1959

1963

5 848

1 400

1 367

1 352

1 324

2 600

2 170

1 500

1 100

450

130

人 数年 份 年 份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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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哈尔滨的俄国商人中有犹太人的记载

在前面已经列举过 , 不过根据几种史实的推测 ,

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以下几点 : 一是当时已经有

数万犹太人在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生活 , 并

且他们已经到达了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滨

海边疆区的许多地方 , 与中国人开展贸易比较方

便 ; 二是犹太商人一般较为殷实 , 有一定的资金

投入经营; 三是犹太人精于算计 , 很会经商 , 不会

放过这一有利可图的机会。另外 , 当时的这种贸

易活动很少有官方记载 , 而在俄商中犹太人的身

份亦不易辨认 , 这就是早期俄国犹太人在哈尔滨

活动的一般情况。

此后不久 , 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 , 俄国犹太

人由少渐多 , 一批批地来到刚刚开发的哈尔滨。

这其中有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 , 有中东铁

路护路队的士兵 , 有资本家、商人、手工业者、医

生和艺人, 等等。到 1900 年为 45 人, ①1902 年哈

尔滨俄侨中的犹太人已近 300 人 , 犹太人的商行

和工厂已有 10 多家。在这一年, 由别尔科维奇等

32 位犹太知名人士集体签订了《侨居哈尔滨犹太

人协议》, 是为哈尔滨犹太人的第一份文件。1903

年中东铁路通车后 , 哈尔滨犹太人达到 500 多

人。1905 年日俄战争以后, 移居哈尔滨的犹太人

迅速增加 , 1906 年达到 3 000 人 , 1908 年即达到

6 000 人 , 成为犹太人移民哈尔滨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高潮的到来 , 是由以维特为代表的俄国政要

所提出的“亚洲黄俄罗斯计划”直接导致的 , 就是

给退役俄军士兵以各种优惠 , 让他们留在路区之

内安家落户。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中也明确

指出了这一点:“战后俄军撤离中国东北时 , 有相

当一部分复员俄军官兵 , 包括犹太官兵留在了哈

尔滨。他们招来了家眷, 在此成家立业。”[11]

1911 年 , 移居哈尔滨的犹太人为 2 400 人。

1913 年犹太人在哈尔滨为 5 032 人 , 在哈尔滨的

工商企业已达 110 多家。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

后 , 大批俄籍犹太富商涌入哈尔滨。他们中既有

携带巨资的银行家、企业家、商人 , 又有工程师、

职员、医生、作家、音乐家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沙俄政府曾任命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带的最

高代表霍尔瓦特, 在这时为同苏维埃政权相对抗,

大量募集了被苏联红军击溃而从西伯利亚与远

东地区进入中东铁路路区的旧俄军队。1918 年 2

月 , 在一次接纳被击溃的谢苗诺夫残部时 , 他就

募集了进入中国境内的旧俄官兵 4 000 余人, 成为

① 关 于 犹 太 人 在 哈 尔 滨 各 个 时 期 的 人 口 数 量 问

题 , 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 , 加之统计过程的模糊性( 一些数

字是根据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登记 , 而这些登记有时只

记录男人) 而意见不一。我们认为 , 李述笑先生的研究较为

接近实际 , 因此本文中的人口数字主要是参考他在《哈尔

滨犹太人人口、国籍和职业构成问题探讨》一文中的统计

(《学习与探索》2001 年第 3 期) 。

自己部队的骨干[12](P237)。因此, 旧俄官兵亦是这一

时期进入中国的重要人群 , 原来在沙俄军队中服

兵役的犹太人也有许多一同来到哈尔滨。

1919 年, 哈尔滨犹太人达 7 500 人。到 1920

年 , 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已超过 20 000 人 , 是人数

最多的一年 , 是整个发展时期的最高峰 , 哈尔滨

遂成为当时中国国内犹太人最多的城市。此后 ,

哈尔滨的犹太人逐年减少 , 1924 年为 5 848 人 ,

1926 年为 1 367 人。1927 年为 1 352 人 , 1929 年

为 1 324 人。但到 1931 年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反

弹, 人数回升到 2 600 人。此后, 由于日本侵占中

国东北 , 使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事业和生活受到严

重冲击 , 于是 1931 年以后 , 随着犹太人在哈尔滨

人口的直线下降 , 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活动也

进入了衰落时期。

35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 但是

俄国犹太人却在哈尔滨这座新兴城市的发展过

程中颇有作为。尽管这一过程是在沙皇俄国对中

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的前提下进行

的 , 但它作为一种文明交流的过程 , 仍然给哈尔

滨留下了构成其城市特征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

积淀。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社区、宗教、经济、文化

等领域的活动主要是在这短短的 30 多年时间里

进行的 , 期间 , 社会动荡不安 , 战争连年不断 , 犹

太人则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积极进取的心态面

对这一切 , 毫不气馁地、执著地在这里生活着 , 经

营着 , 创造着 , 绘制了犹太人在漂泊他乡的不平

凡的历史画卷。

四、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衰落时期( 1931—

1966)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随着日本占领东北 ,

哈 尔 滨 犹 太 人 的 历 史 命 运 也 出 现 了 许 多 变 化 。

1935 年 , 日苏经交涉 , 就售受中东铁路问题达成

协议。一些犹太人由于受到排挤和迫害而离开哈

尔滨, 迁往天津、上海等地。随着日本侵占中国东

北并不断向南逼近 , 日本与英、法、美等国以及与

苏联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下 , 日本的一

些“犹太问题专家”提出以实行扶植、亲善犹太人

的政策来巩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缓和与英

美苏关系的建议 , 他们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和构

想称为“河豚鱼计划”。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

前 , 日本政府也曾在一些方面采纳了该计划中的

措施 , 如允许哈尔滨、上海等地的犹太人一起建

立远东犹太人大会; 鼓励东北三省的犹太资本家

经商办实业 , 并通过他们吸引国外的犹太资本来

“开发满洲”; 对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持默许的

态度 ; 与美国的犹太人组织拉关系 , 希望以此影

响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 等等[13](P43-47)。虽然这些设

想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 但在客观上对安抚中国

的犹太人有一定好处。这一时期 , 哈尔滨犹太宗

教公会的活动、犹太人的工商贸易事业、犹太人

的文化艺术活动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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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活跃, 这里不再赘述。

抗日战争爆发后 , 哈尔滨犹太人与日本当局

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与微妙。日本人希望得到犹

太人的资金支持 , 而犹太人也要求得到较为安全

的生活保障。但是, 尽管日本当局出于各种考虑,

曾表示承认犹太人的地位 , 可在不断动荡的战

时 , 许多犹太人还是毅然离开了曾生活了十几年

的第二故乡 , 举家南迁或奔往国外。由于离开哈

尔滨的犹太人仍不断增多 , 到 1937 年前后 , 哈尔

滨的犹太人降至 1 100 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进驻哈尔滨的苏联

红军取缔了犹太人社团组织 , 将犹太社区负责人

考夫曼等人押送到苏联 , 以间谍罪和从事犹太复

国主义活动而被判处徒刑。在这种情况下 , 剩余

的犹太人纷纷离开哈尔滨 , 除少数回到苏联外 ,

多数人去了美国、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国。1953

年末 , 哈尔滨犹太人总数为 450 人 , 到 1959 年为

130 人[10](P131)。

1963 年 , 犹太旧教堂和犹太教公会相继关

闭。至“文化大革命”前 , 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活动

随着人口的急剧减少, 而逐渐进入尾声。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 仅存的少数犹太老人也受

到某些方面的监督和控制 , 除了简单的生命延续

外 , 已经没有了任何活动和交往 , 至此 , 犹太人在

哈尔滨 70 年的活动历史落下帷幕。

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后 35 年 , 虽然开始

还表现出繁荣的景象 , 但是其衰落的特征也是十

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人口的逐年锐减, 特别是

抗日战争爆发后 , 中苏边境封闭 , 而许多人纷纷

跑到天津、上海 , 这种只出不进的状况 , 使犹太人

口大幅度下降 , 直接导致了犹太人社区、宗教、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动迅速萎缩。而在解放战争

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这种衰落的趋势

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 表明这种带有殖民地色彩、

并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外侨在哈尔滨

的经济文化活动已经时过境迁 , 其衰落和终结是

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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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of per iods of histor ical activity of Jews in Harbin
———Review of visual angle of important turning points changing historical course

LIU Shuang
(Academic Bureau, CASS, Beijing 100736, China)

Abstract: Dividing the periods of historical course, it is to find the important turning points being able to

change the historical course in order to open out the essence of the historical course, to form the cognition

of the tendency and la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o strengthen the logics of narration of the

history. Dividing the periods of the historical activity the Jews in Harbin, it should have the big tendency of

the historical course and the inner logical links in mind. Therefore, it may divide the period of the activity

of the Jews in Harbin into two: around 1896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Jews of Russian origin arriving at

Harbin, till 1931, it is the developmental period of the Jews in Harbin; from 1931 to 1966 it is the waning

period of the Jews in Harbin. According to around 35 years of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it

opens up the basic clue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activity of the Jews in Ha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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