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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 ：屡经苦难而自强不息的民族 
 
 
 

□     陈来元  晨风 
 
 
      犹太人又称希伯来人、以色列人, 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除聚居以色列外，主要分布在

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阿根廷、加拿大、巴西、南非等国家，是世界性跨国民族。以色列

犹太人以希伯来语为国语，属闪含语系闪语族；共分为3大支系：阿什肯纳兹人、赛法丁人和东方

人。信仰犹太教。 

      犹太人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公元前13世纪，摩西带领犹太人从埃及返回迦南(今巴勒斯

坦)，他们的地域观念开始逐渐确立，宗教观念也随摩西教的产生开始增强。公元前11世纪三代

以色列王扫罗、大卫和所罗门建立了以色列统一王国，成为犹太民族形成的标志。公元前9世纪以

色列分裂后，失去了共同地域的犹太人散落在世界各地，采取了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生活在各

国犹太区中。 

      对历史的记忆成为犹太民族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因素。漂泊各地的犹太人，对故土的思念与感

情一直未变，有“外来人”情结的他们相信自己迟早会回到“流着奶和蜜的地方”。犹太人盖房



子时总要留下一部分不装饰，以便念念不忘那未建设好的耶路撒冷。他们举行婚礼时，要打碎一

个玻璃杯，借以提醒人们在圣殿修复前不宜狂欢作乐。人死后，要设法从圣地装一小袋泥土安放

在墓穴里作为象征，以示他最后安息在圣洁的地上。 

      欧洲历史上有排犹传统。富有商业头脑的犹太人常常遭到欧洲人的嫉妒，被说成是“出卖耶

稣的人”、“不洁的人”、 投机商人。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有了反犹立法及宗教迫害。20世
纪的纳粹主义更是将反犹种族主义推向极端。据统计，二战前与二战中，纳粹分子屠杀了600万
犹太人，消灭了当时全部犹太人口的1/3。 
      但智慧而顽强的犹太人仍然存活了下来，对犹太教的坚定信仰是他们战胜敌人的法宝。即使

在当代美国的犹太社区，儿童仍要在公共学校放学后或星期日到犹太教会会堂学习宗教课程。而

互相帮助是犹太教上帝的旨意。一个地方的犹太人遭到迫害，逃亡到异国他乡后，往往能得到当

地犹太社团不遗余力的帮助，这种互助思想对犹太民族在困境中的生存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在以色列，有一部分犹太人有着十分深厚的中国情结，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以中友谊

协会”的团体，致力于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工作。他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并大力促进以中两国和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呢？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在世界各国几乎都受到歧视，甚

至迫害，惟有流亡到中国的数万名犹太难民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善待。他们在上海、天津、哈尔滨

等地与中国人民一同工作、学习和生活，在中国繁衍生息，不但不受歧视，还被当作兄弟姐妹，

得到很好的照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在中国的帮助下，携儿带女，陆续返回以色列或

到其他国家与亲人团聚。 

      这些在中国出生、长大的犹太人，念念不忘中国的好处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友爱与帮助，并

视中国为他们的第二故乡。至今，他们中的一些人仍能讲一些不太流利的中国话。他们每年都有

不少人到中国扫墓祭祖，旅游观光，进行学术、文化交流和商业活动。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他

们起码算得上是半个中国人。有了上面的说明，他们为什么对中国怀有如此特殊的友好感情，就

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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