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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历史上，犹太

人长期生活过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对犹太人进行过

歧视和迫害。俄罗斯曾经是世界上犹太人数最多

的国家，19 世纪末期俄罗斯的犹太人有 500 多

万①，约占世界犹太人总数的一半。俄罗斯也是

世界上反犹主义最盛行、最强烈的地区之一，沙皇

俄国时期政府奉行公开的国家主义反犹政策，而

苏联时期也存在过明显的政治反犹主义。在当代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反犹情绪在民族主义旗

帜下蔓延，令俄罗斯国内外的有识之士非常担忧。
作为历史特例，反犹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检 视 各 国 反 犹 之 原 由，多 具 国 际 性 之‘通

则’”②。当代俄罗斯反犹主义的重新兴起既有着

深厚的历史根源，又折射出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

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俄罗

斯的反犹主义进行历史性的追溯，同时考察当代

俄罗斯反犹主义的诸多深层次因素。

一 沙皇俄国时期: 国家反犹主义

犹太人很早就移居到俄罗斯的外缘地区。公

元前 1 世纪，巴勒斯坦被罗马人占领后，犹太人开

始流散到黑海和亚速海沿岸，后来又扩散到高加

索、立陶宛和顿河以及第聂伯河地区。988 年基

辅罗斯受洗，将拜占庭的希腊正教定为国教，但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容忍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

存在与发展。不论是官方或民间，都还没有形成

歧视犹太人的氛围。
从 16 世纪开始，犹太问题逐渐成为影响沙皇

俄国政权的一个重要问题，官方和民间都产生了

一股排斥犹太人的势力，最根本的原因是宗教因

素。犹太人出卖耶稣基督，将其钉上十字架，使得

他们一直以来被基督教世界所仇视。而犹太人虽

然离开家园，四处漂泊，但仍然坚持他们的犹太教

信仰，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向世界上其

他民族传播上帝旨意的使命。15 世纪末俄罗斯

境内兴起了“犹太人异端派”运动，引起了俄罗斯

人思想上的骚动，“无论是在家里、在路上，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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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市上，无论是出家人还是俗人，大家都在怀

疑，都在拷问关于信仰的事。”①犹太教的传播危

及东正教的正统地位，被视为危害国家精神统一

的因素，因此遭到了伊凡三世的严酷镇压，开启了

此后连绵不断的反犹主义传统。
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犹太

人固守自己的文化，严格地按犹太法典生活，游离

于其他民族之外，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在传统性

比较强的俄罗斯，这种状况尤为突出。犹太人的

自我隔离引起俄罗斯人的反感和排斥，同时犹太

人对金钱的追求以及高超的赚钱能力也使当地社

会十分忌惮。俄国思想家索罗维约夫认为犹太人

追求物质利益的背后还有更深的精神因素，因为

在犹太人的眼里，金钱是神的事业在世俗社会取

得胜利的手段，“犹太教使金钱和献身于金钱的

欧洲为自己服务”②。到 18 世纪，在法国启蒙运

动的影响下，反犹主义彻底从宗教层面进入世俗

层面。犹太教被启蒙主义者描绘成一个反社会的

宗教，伏尔泰把犹太人说成是“世界上最最无知

的一个民族，是把为世人所不齿的爱财如命思想

和最令人作呕的迷信观念与对所有那些容忍其民

族的疯狂仇恨结合于一身的人”，“是玷污了我们

这个地球的最无耻之徒。”③与此相呼应，沙皇政

府拒斥犹太人的一个公开说法是“为了不让犹太

人败坏俄国社会”。
沙皇俄国时期的反犹是一种国家主导性的反

犹，各种反犹太人的措施都是由政府制定的。
首先是同化。伊凡四世曾经发布命令，规定俄

国境内的犹太人必须皈依东正教，否则就要被淹

死。同化措施是沙皇历届政府的一贯措施。1863
年后俄国为强制推行俄罗斯化而加强了对各地语

言和文化的统一，关闭了大量的犹太学校，强迫犹

太人将孩子送往东正教会学校，同时禁止意第绪语

出版物。事实上，犹太人一旦放弃自己的犹太性，

皈依东正教，他们也能享受俄罗斯人的权利，有时

在世俗界、军界和宗教界还有特别的仕途④。
其次是拒斥。对于那些不愿接受同化的犹太

人，沙俄政府禁止其入境。伊凡四世于 1567 年宣

布禁止犹太人到俄国来做生意，更不许他们在俄

国内地发展。彼得一世公开宣称，他宁愿接受穆

斯林等异教徒来俄国居住，也不接受那些是“流

氓和骗子”的犹太人⑤。因此到了 18 世纪，俄国

已经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帝国，还是不允许犹太人

在境内定居，也不允许他们在境内暂时停留。
再次是限制。18 世纪 70 年代后俄国三次参

与瓜分波兰，境内犹太人陡增到 120 万。沙皇政

府不能再用驱逐的办法对待如此众多的犹太人。
于是，为了防止犹太人向俄国腹地移居，叶卡捷琳

娜二世设立了严格的“帕累区”( Pale) 隔离制度。
犹太人被封锁在沿西部边界划出的 50 俄里宽的

平原上，不允许其离开。除了限制其居住外，沙俄

政府还制定了其他一些措施，如在经济生活中限

制犹太人的职业以及谋职机会，在教育中实行最

高限额，控制犹太学生的入学人数，等等。
最后是迫害。亚历山大一世和二世期间，曾

实行一些有利于犹太人的措施，但因政治保守主

义的冲击而告失败。1881 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

事件被沙皇政府嫁祸到犹太人身上，亚历山大三

世的家庭教师波别多诺斯采夫扬言要将犹太人

“1 /3 消灭，1 /3 同化，1 /3 驱逐”。对犹太人的迫

害事件大规模地爆发，俄罗斯的反犹主义上升到

政治层面。一方面，沙俄政府想转嫁当时激烈的

社会政治矛盾，另一方面，将频频发生的革命事件

看成是犹太人的阴谋。当时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

“集体迫害”( Погром) ，表示那些针对犹太人的

有计划的屠杀、劫掠等暴力行为。到十月革命时，

这种“集体迫害”浪潮发生了三次，集体屠杀事件

数千余起，被屠杀的犹太人总共有数十万。
由此可见，到 20 世纪初，俄国的反犹主义已

由宗教、社会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俄国犹太人

的生存状况非常悲惨，有 200 多万人被迫迁徙。
许多留下来的犹太人意识到只有沙皇倒台，他们

才有生存的权利，因此积极参与推翻沙皇政权的

革命。十月革命后，作为沙皇遗留的“犹太问题”
在新的政权下重新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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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苏联时期: 政治反犹主义

“犹太问题”不仅是沙皇俄国时期的一大政

治和社会问题，也是十月革命后乃至整个苏联时

期一个重大的民族问题。虽然苏联政府一直拒绝

承认反犹主义或歧视犹太人问题在苏联社会的存

在，在宣传上强调苏联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的只

是犹太复国主义，但事实上，不管是当局还是社

会，都弥散着浓烈的反犹主义气氛。
首先，俄罗斯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反犹情绪被

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利用，犹太人成为政治牺

牲品。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俄罗

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罗斯各族人民一

律平等，各民族拥有自决的权利。布尔什维克党

一直谴责沙皇政府的反犹政策，在革命后的初期

强力遏制反犹主义，但不久之后党内和社会的反

犹情绪重新高涨。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内战期间

布尔什维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一百多万

犹太人只得关闭自己的小生意，迁入城市，特别是

象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哈尔科夫这样的工业

城市①，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社会上的

反犹情绪上升。其二，布尔什维克党内犹太人很

多，象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

罗夫这些领袖都是犹太人。革命后特别在新经济

政策实行期间，犹太人由于文化教育程度高而占

据了许多政府机构以及工厂中的领导职位，普通

党员和群众认为苏维埃政权和国家被犹太人控制

了。肃反机构“契卡”中犹太人占很大比例，契卡

对“阶级敌人”的血腥镇压令普通民众不寒而栗，

他们将肃反过火的做法也归结为犹太人的报复。
20 年代中后期，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以及“机会

主义分子”的政治斗争中适时地利用了这种反犹

情绪，将犹太人( 除卡冈诺维奇之外) 从政治局和

中央委员会中全部清除出去。与此同时，全国各

工厂、机关、学校也掀起了清除犹太人的风潮，一

些地方甚至发生了迫害事件。30 年代的“大清

洗”中，党内原来的犹太领导大部分被枪决，被关

押和管制人数逐年上升，1937 ～ 1939 年分别为

11 903人、12 953 人和 19 758 人②。很明显，这种

对犹太人的清洗是由思想斗争和政治事件引起，

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
其次，苏联政府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对犹

太人采取了歧视性的政策。
1922 年 12 月，根据列宁的自治原则，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成立。在对待犹太人的

立场上，苏联政府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

布尔什维克的民族理论一直不承认犹太人是一个

民族共同体。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四个“共

同的”特征缺一不可，犹太人因为没有“共同的地

域”而不能算作一个民族。但是另一方面，犹太

人的历史与文化又使得苏联政府必须注意到他们

的民族独特性，因此 1936 年和 1977 年的苏联宪

法中都明文规定了犹太人的合法权益与其他民族

相同。1928 年 3 月，苏联政府专门在远东辟出一

块狭小的土地，建立了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希望

将犹太人迁居到那里。此举有着深刻的政治含

义，既想借此解决犹太人与其他民族混居时产生

的矛盾，满足犹太人有自己家园的愿望，又希望通

过犹太人获得国外的资金支持，开发边疆。但是

比罗比詹位置偏远，大多是沼泽和森林地带，条件

非常恶劣，初期只有 37 000 犹太人迁往那里，到

1930 年的时候只剩下了 1 500 人 ③。这个州一直

没有发展起来，它既不是“犹太人”的，也不是“自

治”的④。犹太人仍然象过去一样散居各地，地位

尴尬，无法享有其他少数民族应有的权利。苏联

政府后来出台了一些限制犹太人的措施，如许多

犹太学校被关闭，禁止使用意弟绪语从事文化活

动，对犹太教实施严格控制等等，以此压制犹太人

的民族意识，加强同化进程。
第三，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背景下开

展反犹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是苏联政府打压境内犹太人的

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于 19
世纪末，1897 年第一届犹太复国运动大会在瑞士

巴塞尔举行，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组织，其宗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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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列强的帮助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个组织在

世界上分布很广，财力雄厚，其中心在美国纽约和

耶路撒冷。苏联政府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一

是它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冲突，二是担心它的

传播会演变为反苏运动。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对国

际事务影响很大，苏联对境内犹太人的迫害一直

没有中断。二战时期为了动员犹太人参战而成立

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因为被怀疑是美国犹

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就被

解散，其成员大多数被秘密处决。接着，苏联政府

开始了反犹太人的所谓“反世界主义”运动，数千

名犹太人遭到逮捕，很多人死在集中营里。冷战

时期，所有犹太文化机构，包括犹太报纸、出版机

构、学校剧院等都被关闭。1953 年斯大林借口所

谓“医生谋杀案”第一次公开实施反犹太政策，想

把犹太人“全部从大城市驱逐出去”①。由于反对

犹太复国主义，苏联在国际上支持阿拉伯人民的解

放运动，宣称以色列是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宪

兵。1967 年的中东战争后，苏联和以色列中断了

外交关系，此后，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处境更加困窘，

学术机构、军事机构、政府机构对犹太人的排斥现

象越来越严重，犹太人移民国外也受到严格限制。
综上可见，苏联时期的对犹政策具有直接的

和间接的反犹主义倾向，它既反映了苏联国内政

治斗争以及民族政策的一个侧面，同时又因为国

际背景而沾染上严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三 当代俄罗斯: 社会反犹主义

苏联解体之后，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发展迅猛。
在少数民族分离主义盛行的同时，俄罗斯民族的

民族主义也不断高涨，仇外和排外情绪程度不同

地弥散于社会。在这种背景下，有着深厚传统的

反犹主义重新被激发起来。2005 年 1 月 27 日，

波兰政府举行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

的大型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作为解放奥斯维辛

集中营国家的代表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在谈

到反犹主义问题时，他说: “很遗憾，甚至在我们

的国家，在俄罗斯，这个为战胜法西斯、为拯救犹

太人付出了最大努力的国家，至今还能看到这种

现象。我为此感到羞耻。”②

经过近 20 年的大规模移民，目前俄罗斯境内

居住着大约 60 万 ～ 100 万犹太人( 约占俄罗斯总

人口的 0． 5% ) ③。当今俄罗斯的反犹主义从严格

的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它有

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宗教方面的因素已经

不太重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在政治中。虽

然俄罗斯政府一直反对反犹主义，并且采取措施

打击右翼极端势力，反犹主义也没有成为“头号”
民族问题，但其发展却有着坚实的土壤，国内和国

际影响都不容忽视。
1． 大众心理中的反犹主义

为了考察当代俄罗斯社会中反犹主义偏见的

普遍性程度，俄罗斯研究这一问题的社会学家 Л．
古德科夫从 1988 年起至今一直进行着跟踪问卷

调查。根据对犹太人的态度，他把接受问卷者分

为四类④: 第一类，偏见极深的反犹分子在问卷者

中约占 6% ～ 9%，而且年复一年基本上没有变

化。对于这些人来说，反犹主义是他们世界观中

重要的一部分，他们高度关注“犹太问题”，定期

阅读反犹出版物，其中有 1% ～ 1． 5% 的人是极端

民族主义组织( 例如俄罗斯民族统一组织、“记

忆”民族爱国阵线等) 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第二

类，对犹太人持比较鲜明否定态度的人占问卷者

的 15% ～ 18%，在这些人中，反犹主义并不是他

们的心理基础，也不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他们的态

度受社会上排外和反犹情绪的影响。第三类，对

犹太人看法比较消极的人占 35% ～ 52%。在某

些观点上他们态度比较明确，如被问及对“犹太

人成为俄罗斯总统”的看法时，64% 的人坚决反

对。这类人对犹太人的忠诚度表示怀疑，不希望

犹太人在政坛上有自己的政党，不想看到犹太人

庆祝自己的宗教节日。第四类，亲犹太分子不超

过问卷者的 10% ～12%，他们与那些具有自由主

义倾向、在种族上持宽容态度的人加在一起大约

占问卷者的 18% ～ 20%。这类人教育程度高、职
业素质好、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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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科夫看来，第三类人也是倾向于反犹观点

的人。
另一项问卷调查研究①比较简单，设计了一

些判断让问卷者回答，如“俄罗斯的银行大部分

被犹太人操控”，“犹太商人在经营时采用不诚实

的方法”，“犹太人考虑更多的是以色列的利益而

非俄罗斯的利益”等。研究结果表明，44% 的人

支持反犹观点，19%的人不支持，中间者为 37%。
从上面的两项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出，俄罗斯

社会中公开反犹的人数并不多，但对犹太人抱有

一定偏见并倾向反犹观点的人比例非常大。中间

者的态度虽然不是很明确，但是很容易受到反犹

观点的影响。因此，反犹主义在俄罗斯社会中有

着普遍的心理基础。美国在 1998 年也进行过类

似的调查研究，支持反犹观点的人为 12%，对犹

太人持宽容态度的为 53%，这个数字在 1964 年

的美国分别为 29%和 31%。可以看出，当今俄罗

斯的社会反犹心理甚于 1964 年的美国。目前的

横向比较还显示，在对待犹太人的心态上俄罗斯

的状况不及捷克、匈牙利和乌克兰等东欧国家。
2． 政党与反犹主义

苏联后期开放党禁后各种政党、政治运动风

起云涌，成为影响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政党政治中，反犹主义主要存在于两类政党的

纲领或意识形态中，一类是逐渐趋于边缘化的极

右翼组织( 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和原教旨主义组

织) ，一类是在俄罗斯政坛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党派( 共产主义的、民族爱国主义的和欧亚主义

的政党) 。虽然它们问鼎政权的希望不大，但它

们的组织网络以及意识形态宣传在社会中有着不

可忽视的影响。
极右翼组织和政党在上世纪 90 年代发展迅

猛，公开宣扬排外思想和反犹观点。最为典型的

是巴尔卡绍夫领导的“俄罗斯民族统一运动”，它

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意识形态中混杂了俄

罗斯传统的“黑色百人团”式的民族主义和公开

的纳粹主义思想，鼓吹“纯俄罗斯民族”的理念，

要求推广优生学，对那些混婚者实行刑事惩罚措

施，同时通过东正教保持俄罗斯精神的纯洁性。
这一整套思想完全是德国纳粹主义的翻版。该运

动是一个军事化的组织，在 1993 年的十月事件中

参加了保卫白宫的战斗，并在 90 年代中期迅速发

展壮大起来，2000 年解体后它的很多地区组织继

续进行活动。其他比较活跃的极右翼组织如人民

民族党、自由党，其种族色彩非常严重，它们活动

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吸纳“光头党”加入，作为它们

“战斗队”，并引导他们对各个少数民族人员进行

暴力袭击，其中规模最大、最为血腥的暴力行为是

2001 年 10 月发生的“察里津事件”。
从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政府加大了对极端势

力的打击力度，极右翼组织逐渐边缘化，不断分化

组合。俄罗斯目前存在着上百个极右翼民族主义

组织或政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 2001 ～ 2003 年

间一些民族主义政党联合而成的“俄罗斯民族国

家党”。该党在 2002 年在俄罗斯获得正式注册，

是当时唯一一个可以参加杜马选举的极右翼政

党。为了发展壮大，它把许多其他极右翼势力联

合起来，并吸引了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该

党一直公开散布排外观点，其领导人之一的谢瓦

斯季亚诺夫近年来专门从事反犹宣传，就俄罗斯

人 和 犹 太 人 的 种 族 关 系 问 题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②，宣扬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自己势力的

观点，并认为中国人是“黄色的犹太人”，与犹太

人具有同样的民族特质③。该党在 2003 年春天

被吊销政党资格，并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
与极右翼组织和政党不同，一些左翼组织和政

党与右翼政党持一种“温和的”的反犹主义态度，

比较明显的是俄罗斯共产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在 90 年代的俄罗斯俄共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一度有问鼎政权的希望。它的纲领以民族主义、爱
国主义和强国思想为基础，具有很强的保守性。由

于党内派系复杂，一些派别如马卡绍夫和伊柳欣等

人持公开的反犹观点( 从社会层面) ; 久加诺夫在

《地平线下》一书中分析了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市场

和压迫机制形成中的作用后，将犹太人说成是“破

坏性的力量”和“世界的幕后黑手”。在对待犹太

人的态度上，俄共基本上赞同苏联时期的对犹政

策。至于自民党，其意识形态是赤裸裸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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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国主义。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本人就是犹太

出身，虽然有时也否定反犹主义，在通常并不回避

反犹宣传，例如在一本书中他这样说道犹太人的反

俄罗斯阴谋:“我只是力图讲明事实。布尔什维克

的大部分领导人是犹太人，现在大部分‘民主分

子’也是犹太人，那些制定意识形态的党团领袖，大

部分( 约 60% ) 也是犹太人。我只是指明这个事

实，我们的国家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我们该怎么

办?”他的长篇小说《伊万，掩上你的良心》中充斥

着大量的反犹宣传，例如，“共产主义是犹太人想出

来的。我的学业是在这种犹太病毒的标记和巨大

影响下通过的……犹太人是 20 世纪共产主义这场

超级病毒、超级瘟疫的源头。”①

3． 反犹宣传

根据俄罗斯宪法以及俄罗斯签署加入的国际

法规定，俄罗斯禁止有关种族歧视和排斥的宣传，

煽动种族和民族仇恨、挑唆种族和民族事端的宣

传和行为都被列为刑事犯罪。虽然自 1998 年以

来，俄罗斯开始打击极右翼势力及其宣传，但是许

多公然挑拨民族仇恨的报纸和刊物依然自由地出

版和发行，反犹主义宣传亦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影响最广、发行量最大的极右翼刊物是《明

日周刊》，发行量每周为 10 万份。其次是左翼民

族主义刊物《决斗周刊》，发行量每周为 1． 2 万

份。这两份刊物的主旨在于树立具有强烈负面色

彩的“敌人”形象，既有社会的“敌人”，又有民族

的“敌人”，刊物的内容很容易煽动读者的排外情

绪。在《决斗周刊》中，反犹主义占据一个非常重

要的位置。它经常刊载各种故事，如犹太人开始

是如何喂肥希特勒，唆使其进攻苏联的，在苏联解

体过程中又是如何搞垮苏联的，如何在近东施加

暴行的，等等。除这两种刊物外，还有数十种反犹

宣传报刊，有一定影响的如: 《阿列克斯信息报》、
《为俄罗斯的事业》、《警钟》、《民族报》、《新视

野》) 、《我们的祖国》、《新系统》、《界限》、《沙皇

禁卫军》、《俄罗斯真理报》、《俄罗斯通讯》、《俄

罗斯公报》、《黑色百人团》、《俄罗斯时代》、《我

是俄罗斯人》，等等。
与一般基于日常偏见的反犹主义不同，上述

出版物中多是基于世界观、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明

显的反犹主义。反犹观点各种各样，综合起来有

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社会论，犹太人是作为“敌

人”的形象出现在社会层面的。常见的宣传是犹

太人不从事生产劳动，是健康民族肌体上的寄生

虫; 犹太人善于窃夺国家的财产; 犹太人不惜通过

谎言和罪行爬上社会的上层，成为无耻的政客、商
人、传媒人，再把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压迫

人民; 犹太人从来没把俄罗斯当成自己的祖国，等

等。第二种是世界阴谋论，这是 20 世纪初《犹太

贤士议定书》的翻版。苏联的解体以及马克思宏

观历史形态论与现实并不吻合，使阴谋论有了很

大的市场。第三种是宗教论，这主要是从原教旨

主义观点来看待犹太教。第四种是种族论，它把

撒谎、欺骗、不干净等一切缺点都归结为犹太种族

的天性。第五种是反以色列论，这与反犹太复国

论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些报刊主要是面向那些民族主义分子的，

因此虽然发行量不大，但有一个固定的读者群。
除了宣扬上述观点外，很多干脆就是赤裸裸的行

动号召。如《我们的祖国》直接提出: “摆脱目前

困境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犹太佬赶出政权”②，又

如，东正教禁卫军兄弟会以圣约瑟夫·沃洛茨基

的名义在《沙皇禁卫军》上发表宣言: “这一天很

快就要到来，同志们，犹太人住房和商店的玻璃将

在我们的铁靴下发出水晶般的响声，在最后一批

犹太教堂的废墟上将会重新树立起奥斯维辛焚尸

炉的烟囱。清算犹太人对人类犯下的罪行的伟大

日子即将到来，最后解决‘犹太问题’的日子马上

临近!”③这些报刊的宣传对街头暴力反犹活动有

着直接的影响。
除了这些刊物宣传外，反犹观点甚至出现在

电视上。2002 年 7 月 28 日中央电视台第三频道

上出现了公开为斯大林反犹和希特勒屠犹辩护的

论调，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4． 暴力反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暴力排外成为

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活动的一种主要方式。俄罗斯

社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光头党”队伍越

来越壮大，1992 年莫斯科只有几十个“光头党”成

员，现在有 5 千多人，全俄罗斯有 5 万人，散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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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多个城市中。“光头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

极右翼势力操控，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行动的目

标性越来越强。车臣战争之后“光头党”排外对

象主要是外高加索人，而后则针对所有的“异族

人”，犹太人也包括在内。
近年来，街头暴力反犹事件不时见诸报道，虽

然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很少发生，但犹太人在街头

遭到殴打的情况却不在少数。俄罗斯的“犹太新

闻网”①专门辟出“反犹主义”一栏，报道俄罗斯各

地袭犹事件的情况。除殴打犹太人外，暴力反犹

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是袭击犹太教堂、破坏犹太坟

墓。俄罗斯的许多城市，如莫斯科、萨马拉、顿河

罗斯托夫、奥伦堡、哈巴洛夫斯克、摩尔曼斯克、海
参崴等，都发生了极端分子纵火焚烧教堂、制造爆

炸事件、袭击犹太神职人员、损毁犹太坟墓的事

件。从 2001 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加大了对暴力排

外的打击措施，但袭击事件仍然经常发生。

四 结语: 对当代俄罗斯
反犹主义的几点看法

首先，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反犹主义在俄罗斯

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但是当

代俄罗斯的反犹主义既不同于沙皇俄国时期以国

家为主导的反犹，也不同于苏联时期的政治反犹，

它主要存在于社会层面，是俄罗斯社会上排外情

绪的一部分。俄罗斯政府是反对反犹主义的。虽

然 90 年代俄政府对此不够重视，但从 90 年代末

开始加大了打击反犹主义的力度，尤其是打击极

右翼势力的活动。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政党在俄

罗斯的政治生活中逐渐边缘化，影响力越来越少。
同时反犹主义还不是俄罗斯首要的民族问题，没

有上升到政治层面。
其次，当代俄罗斯社会的反犹主要是苏联解

体后社会政治现实的反映。对于大众的反犹心

理，传统的解释是因为视野狭隘、文化教育程度不

高、对外来人的仇视心理而产生的社会偏见以及

宗教原因，但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来说，这已

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古德科夫指出，当今俄罗

斯社会的价值结构已经被严重扭曲，社会凝聚力

不是通过正面价值来加强，而是通过对集体生活

的简单化同构，如对其他族群的仇视来实现②。

事实上，“犹太人”在当代俄罗斯已经逐渐磨蚀了

种族上的意义，更具有意识形态、职业化和道德上

的意义。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社会的印象中，两

类犹太人已经成为这个“族群”的负面象征，一是

实业家和商人，他们通过不法手段攫取俄罗斯大

量的国民财富，典型代表如金融寡头古辛斯基、别
列佐夫斯基等人; 二是积极参与自由主义运动的

亲西方犹太知识分子，普通民众把 90 年代改革的

失误归罪于他们，认为他们得到了西方物质上和精

神上的支持，是潜伏在俄罗斯的“第五纵队”。虽

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这两类犹太人的形象已经典型

化。社会反犹心理与过渡时期俄罗斯的社会政治

现实相互塑造，反犹情绪的普遍性也就越来越广。
第三，反犹主义折射出当今俄罗斯社会高涨的

民族主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急剧衰落，国

际地位下降，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迅

速兴起，压倒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

成为当代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大部分

政党在自己的纲领中打出了民族主义口号，普京总

统的“新俄罗斯思想”也以“爱国主义”、“强国主

义”为旗帜，民族主义成为整合国家和社会的一种

主导形式。由于俄罗斯传统帝国心态的影响，民族

主义很容易以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后，包括反犹在内的排外倾向最可担忧的

不是极端势力的猖獗和街头暴力的经常发生，而

是排外情绪得到社会大众的默认和支持，并有可

能走向政策层面。2006 年夏天俄罗斯和格鲁吉

亚交恶，9 月以来，俄罗斯政府下令整顿市场，清

理“非法移民”，格鲁吉亚侨民首当其冲，而后清

理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的独联体国家外来移民。
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

题永远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民主法制

社会的健康发育和生长，也关系到国家的内部凝

聚和团结。虽然反犹主义与其他的排外倾向看来

似乎是俄罗斯过渡时期特有的现象，但是彻底解

决它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 责任编辑 向祖文)

—82—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12 年第 4 期·政 治·


①
②

http: / /www． aen． r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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