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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和美国的人权外交

汪舒明

摘  要  犹太人是参与和影响美国人权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自二

战结束至今,美国犹太人的人权活动在主要参与者、目标、策略和方式等方

面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现实利益考量、传统价值观、历史悲情 (尤

其大屠杀 )等因素, 都将犹太人推向美国人权外交的前沿。在犹太民族主

义、/美国信条0和普世正义之间,犹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以 /美国信条 0界

定的美国利益,是美国犹太人参与人权事务的两条基本准绳。对犹太民

族根本利益的考量有着优先性, 但从美国公民的立场出发, 他们在人权外

交中的民族诉求通常也须与 /美国信条0相合, 服从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

和外交战略, 难免表现出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傲慢、偏见和双重

标准。

关键词  犹太人 美国 人权外交

二战以来,美国犹太人在美国政坛崛起, 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外交的重要力量之

一。作为犹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犹太人高度关切以色列安全, 中东事务自

然是其参与最为积极、影响最为明显的领域。 /围绕美国在中东的活动, 美国国内存

在政治博弈,而有组织的犹太社团是其中唯一的主角0。¹除中东事务外,美国犹太人

也积极投身人权外交,致力于在全球扩展 /美国信条0,这是犹太人对国际事务产生

重要影响的另一个领域。

美国犹太人中 /盛产0人权活动家和组织者。他们不仅积极参与或建立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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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组织,还积极加入或建立跨宗教的人权组织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¹ 许多犹太

裔政治精英、学者、专栏作家和记者也积极支持人权事业。他们在组织建构、精英游

说和草根动员等方面都堪称美国人权运动的 /楷模 0。在 20世纪 60年代, 犹太人就

积极投身各种人权事业,犹太青年约占加入 /自由乘车0运动的白人青年的 2 /3,约占

和平队成员的 60%。º 20世纪末期以来, 犹太人大举进入国会参众两院,其中不少

人成为国会 /人权帮0的重要成员,如大屠杀幸存者兰托斯 (Tom Lantos)就于 1983年

创立了国会 /人权连线 0»。尽管犹太教改革派是人权事务中最为活跃的群体, 但犹

太人权活动家的来源并没有明显的教派或政治立场之分,社会政治倾向比较保守的

新保守派和犹太教正统派中也不乏人权活动家。本文尝试对美国犹太人参与战后

人权外交的特征分阶段加以阐述,并分析其发挥独特影响的原因。

犹太人参与美国人权外交的阶段性特征

早在二战以前,世界各地反犹主义带来的 /犹太人问题0,一方面使得西方 (包括

美国 )的犹太组织积极推进国际人权保障,另一方面也触动了世界的良知,导致五项

国际人权法原则逐渐生发: 人道主义干预、确保宗教自由、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人权

普世化和建立联合国、对反人类罪追究罪责等。¼ 美国犹太组织曾多次推动美国政

府就欧洲和俄罗斯发生的反犹主义进行外交干预, 最重要的一次胜利就是 1912年使

塔夫托政府以沙俄推行反犹主义为由, 中止 1832年开始实施的 5美俄商约 6。二战

以来, 犹太人对美国人权外交的参与则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二战至 1960年代中期的联合国人权外交:确立普世人权标准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Ho locaust)将犹太民族的悲剧性命运以一种难以名状、震慑

心灵的方式展现出来,犹太民族成为国际社会同情的对象。国际社会看到, 对于置

身劫难而无处安身的欧洲犹太人而言,一个愿意无条件接纳他们的犹太国在解决战

后犹太人问题上已经不可或缺,因而以色列建国在联合国获得了包括苏联在内的大

多数国家的支持。大战的惨烈和大屠杀的悲剧, 也推动各国人们在战后世界秩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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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类组织主要有: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0 ( AJC )、/美国犹太人大会 0 ( AJC ongress)、/反诽谤联盟 0
( ADL)、/宗教行动中心 0 ( RAC )、/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 0 ( JCPA )等,其中前三者即美国犹太社团传统上所称

的三大防卫组织,但 /美国犹太人大会 0 20世纪末期以来影响力已经急剧下降。后一类组织主要有 /人权观察 0
(H um an R igh tsW atch)、/赫尔辛基观察 0 (H ersink iW atch)、/国际人权联盟 0 ( The In tern at iona lLeague forH um an

R ights)、/律师人权委员会 0 ( The Lawyers Comm ittee forH um an R igh ts)、/人权第一 0 (H um an R ights F irst)等。

See Mariann e R. Aanua, L et UsP rove S trong: T heAm erican Jew ish C omm ittee, 1945 ) 2006, M assachu setts:

Brandeis Un iversity Press, 2007, p. 163.

为纪念病逝的兰托斯, 2008年 /人权连线 0更名为 /兰托斯人权理事会 0 (T om LantosH um anR ights Com2
m ission)。

Irw in Cot ler, / Jew ish NGOs and Relig iousH um an R igh ts: A C ase S tudy0, in JohnW itte and Johan D. van

der Vyver, eds. , R elig ious Hum an R igh ts in G loba l P erspective: R elig ious P erspectives, H ague: M art inus N ijhoff Pub2
lishers, 1996, pp. 242)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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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过程中更加关注人权保护。在东西方陷入全面冷战前, 自由理想主义在美国朝

野还处于一种优势地位,美国热衷于向全球输出 /美国信条0,赢取世界领导地位, 塑

造全球政治。1944年 10月 7日, 144位美国三大宗教的领导人联合发表了一份 /关

于世界和平的宣言0, 其中包括弱小群体和民族的权利必须受到保障、在每一个国家

内实现公正的社会秩序等普遍人权原则。¹ 鉴于其在战后国际秩序重建中的关键地

位,联合国遂被美国犹太人寄予厚望。这一阶段,犹太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处于 /蜜

月 0之中。美国犹太组织充分利用战后初期国际社会对犹太民族的同情, 与其他国

家的犹太组织一起积极投入联合国人权外交,也利用犹太人在民主党内新获得的重

要地位游说美国政治精英。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0等重要犹太组织在两个方面都取

得了重大胜利:解决战后犹太人的地位和权利问题以及确立人权保护的国际规范和

原则, 其对后者的作用尤为突出。

早在大战结束之前,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0、/美国犹太人大会 0等犹太组织就积

极呼吁建立战后国际人权保障机制, 并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许多犹太精英认为,

保护所有犹太人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途径就是为所有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斗

争。º 大战后期,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0和 /美国犹太人联合会 0 ( A JConference) »等组

织为此向美国国务院和罗斯福总统积极游说, 要求救助犹太难民, 解决战后世界犹

太人的地位和权利问题, 还要求推动联合国制定并通过国际人权法案。 1944年 12

月,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0以美国权利法案为蓝本, 提出了国际人权法案的草案,并向

联合国提出了一系列与人权问题有关的议案。 1945年联合国旧金山会议前夕,美国

政府邀请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0和 /美国犹太人联合会 0两大组织领导人加入美国代

表的顾问团。其实美英等国担心因人权引发的国际干预侵蚀本国主权, 原本无意在

拟议中的联合国宪章中加入人权条款。¼ 但在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0等组织领导人的

积极推动下,由该组织主席约瑟夫 #普劳斯库 ( Joseph M. Proskauer)紧急起草的人

权条款通过美国代表团被提交大会, 写入联合国宪章,并在新设立的 /经济社会理事

会 0下成立专门的人权委员会。½ 1946年, 人权委员会设立 /核心委员会 0, 准备制定

/国际人权法案0,推进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建设。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0一方面向美国

国务卿艾奇逊提交关于人权保护的备忘录, 另一方面与 /核心委员会 0保持密切联

系,积极参加它举办的听证会,就国际人权保护框架向它提交了一系列提案。这些

提案的内容很多成为 1948年 12月联合国通过的 /普遍人权宣言 0的重要条款。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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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C, Am erican Jew ish Year B ook (以下简写为 AJYB ) , 1945, p. 90.

M arianne R. A anua, Le t Us Prove S trong: Th eAm erican Jew ish Comm it tee, 1945 ) 2006, p. 32.

/美国犹太人联合会 0 ( AJC on feren ce)成立于 1943年, 旨在表达美国犹太人共同立场以解决欧洲犹太

人的政治问题,当时其成员包括几十个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犹太组织。

M ich aelGalch insky, Jew s and H uman R igh ts: Dancing a tTh ree Wedding s, Lanham: Rowm an& L ittlefield

Pub lishers, 2008, p. 30.

See A JC, AJYB, 1946, pp. 493) 495.

AJC, AJYB, 1947, pp. 426)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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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在力促联合国制定和通过 5惩戒种族灭绝罪公约 6这一具体问题上,

美国犹太人和犹太组织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二战前, 国际法中并无 /种族灭绝 0

( Genoc ide)这一罪行。出于对纳粹野蛮暴行的震惊和恐惧,来自波兰、任教耶鲁大学

的犹太裔法学家拉姆金 ( Raphael Lemk in )研究和分析了这一罪行, 并借用希腊语的

genos(意为种族和部族 )一词和拉丁语的 cide(意为屠杀 )一词, 于 1944年将这种旨

在毁灭一个民族或宗教群体的罪行命名为 / genocide0。¹ 二战结束后,他开始积极向

各国外交官游说,推动联合国制定和通过相关公约以惩戒这一罪行。他的行动最终

产生了重要成果: 1946年 12月, 联大在 96号决议中正式宣布种族灭绝是违反国际

法并受文明世界谴责、应受惩罚的犯罪; 1948年 12月 9日,联合国通过了5惩戒种族

灭绝罪公约 6。在此期间, /世界犹太人大会 0 (W JC )、/美国犹太人大会 0和 /美国犹

太人委员会 0等组织积极游说美国政治精英, 争取美国其他教派组织领导人支持, 大

量发送关于惩戒种族灭绝的简报, 在美国以及联合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公关活动。º

/犹太组织咨商理事会 0 ( CC JO) »也积极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 /核心委员会 0活动,

提交许多提案和建议。但公约在联合国通过后,却在美国遇到了巨大障碍, 美国国

会在以 /美国律师协会 0 (ABA )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阻挠下, 对这一公约辩论了近 40

年,直到 1988年才真正接受它。

2. 1960年代中期至冷战结束:捍卫以色列和救助苏联犹太人

1960年代初,战后初期联合国与犹太组织之间在人权等问题上的 /蜜月 0期逐渐

终结。随着共产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的壮大, 西方逐渐失去了在联合国的多数地

位,美国已经无法主导联合国事务。在冷战加剧以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推行占领政

策的情况下,联合国人权机制经常成为苏联阵营和阿拉伯国家对美以斗争的武器。

犹太组织希望反对和打击东方阵营和阿拉伯世界发生的反犹主义,但这种要求在联

合国舞台上常常遭到抵制。相反,受 /六日战争 0打击的阿拉伯世界却在泛阿拉伯主

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并通过了多项谴责以色列占领政策

侵犯人权的决议。1975年 12月,他们成功地将锡安主义 ( Z ion ism )等同于种族主义

的议案加入联大并获得通过 (联合国 3379号决议 )。以色列由此在道义和政治上受

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孤立。

/六日战争0导致美国犹太人的犹太认同急剧上升,其自由国际主义倾向大为减

弱,而犹太民族主义明显提升。尽管犹太组织继续努力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国际人

权保护,但其积极性和影响力已经大打折扣。自上世纪 70年代以来,犹太人经常发现

他们需要在普世人权和以色列之间进行选择。¼ 犹太组织参与联合国人权斗争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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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Ronayne, N ever Aga in? The Un ited S tates and the Preven tion and Pun ishm en t of G enocid e since theH olo2
cau st, L anham: Rowm an& L it tlef ield Pub lish ers, 2001, p. 14.

See M ichael Galchinsky, Jew s andH uman R igh ts: Dancing a tTh ree Wedd ing s, pp. 90) 91.

该组织由法国的 /世界以色列人联盟 0 ( the A l lian ce Israelite Un iverselle)、英国的 / 英国犹太联合会 0
( Anglo2Jew ishA ssociat ion )和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0组成, 1947年获得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正式咨商地位。

M ichaelGalch insky, Jew s and Hum an R igh ts: Dan cing at Th reeW edd ings,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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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任务变成捍卫以色列国际形象,尤其要推翻联合国 3379号决议,为以色列 /摘帽0。

在战后国际人权事务中一直非常活跃的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0就明显遭遇了尴尬处境:

由于该组织从以前的自由主义立场转向了锡安主义, 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始拒绝与其

合作。面对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对以色列的道义征讨,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0一方

面在公开场合捍卫以色列, ¹另一方面则在私下场合要求以色列注意改善人权,并于

1972年悄然建立了一个专门收集和监督以色列人权状况的 /以色列民权协会0。

除了在联合国捍卫以色列, 在这一阶段的人权外交中, 美国犹太社团最重要的

一个目标是迫使苏联放松对犹太移民的限制。在近三十年时间里,他们将这一议题

包装成一个典型的人权问题,三管齐下,向苏联施压:

第一,在西方建立救助苏联犹太人的跨国倡议网络, 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从

60年代中期开始, 犹太组织就在美国广泛开展关于苏联犹太人权利问题的宣传活

动,积极组织大规模集会游行, 征集大规模的群众签名请愿等活动, 大造舆论声势。

在一些重要犹太组织的推动下, 致力于救助苏联犹太人的组织在美国大量出现, 其

中影响较大的有主要开展精英游说的 /救助苏联犹太人全国大会0 (NCSJ)和主要侧

重草根动员的 /救助苏联犹太人联合理事会 0 ( UCSJ)。这些组织通过不断唤起对大

屠杀的集体记忆和愧疚, 迫使美国犹太人为救助苏联犹太人而行动。º 1987年 12

月,在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晤前夕, 50多个全国性的犹太组织和

300多个犹太地区联合会或社团理事会在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0驻华盛顿代表戴维 #

哈里斯 ( DavidH arris)的协调下联合行动, 动员了 20万人参加华盛顿的集会游行, 向

戈尔巴乔夫施加了强大压力。»

第二,利用犹太人在美国政界、尤其在国会明显增强的影响力,积极开展精英游

说。在美国社会希望以人权来占领国际道德高地、建立对苏道义优势之际, 犹太组

织有意识地将这一问题描绘成东西方在人权问题上总体分歧和斗争的象征,以博取

美国社会的关切和同情。在犹太精英和犹太组织的影响下, 美国政府也渐渐将这一

问题置于美苏人权斗争的关键位置, 纳入其反共、反苏的 /和平演变 0战略之中。在

此过程中,美国犹太人获得的最大胜利就是顶住试图推动美苏 /缓和 0的尼克松和基

辛格的压力,推动和支持国会通过 /瓦尼克 ) 杰克逊修正案 0, 将苏东国家的贸易最

惠国待遇与放松对犹太移民的限制相挂钩。¼ 尽管该修正案干扰了东西方的 /缓和 0

进程, 成效也有限,但通过该修正案, 犹太组织在对苏东国家的人权外交中获得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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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冷战结束后,该组织继续在联合国舞台积极捍卫以色列的形象。 1999年, 它建立 /联合国观察 0 (UN

W atch)以专门收集和监督联合国出现的反以、反犹行为。在 2001年和 2009年在南非杜班召开的联合国反种族

主义大会上,它与世界各地的犹太组织结成了/犹太联线 0,共同反对将锡安主义定性为种族主义。
Fred A. Lazin, The S trugg le for S ovie tJew ry in Am ericanP olitics: Isra el Versus theAmerican Jew ish E sta bli sh2

m ent,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5, p. 298.

AJC, AJYB, 1989, pp. 227) 228.

See A JC, AJYB, 1973, p. 222; W illiam K orey, / Struggle over Jackson2M ills) Van ik0, in AJYB, 1974)
1975, pp. 199)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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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力。前苏东国家如想在该修正案中顺利 /毕业0获得最惠国待遇, 就很难绕

过对国会有强大影响的犹太组织。

第三,在继续利用联合国这个全球性多边机制的同时, 更加重视欧安会这一地

区性多边机制对苏联施加人权压力。在 20世纪 60年代末期, 以色列和犹太组织将

关于苏联犹太移民问题的斗争带入了联合国。 1968年,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0主席阿

布拉姆 (M orris B. Abram )在其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一职之际,向苏联

发起猛烈的人权攻势,以致苏联外交官抨击他同时为美国政府和锡安主义组织两个

主子服务。¹ 随着 1975年 5赫尔辛基协定 6的签订, 美国犹太人积极支持建立了 /赫

尔辛基观察 0等人权组织, 监督和收集苏联执行相关人权条款的情况。自 1975年以

后,美国历届政府也将苏联允许犹太人移民的数额作为评估其履行 5赫尔辛基最终

议定书 6的标准之一。º

3. 冷战结束以来:推动 /国际宗教自由0,鼓噪 /人道主义干预 0

苏东剧变后,苏联犹太移民问题事实上已经基本解决。美国犹太组织遂将主要

注意力转向增强内部凝聚力的活动, 参与国际人权事务的积极性明显降低。除了捍

卫以色列形象,其主要注意力转向了国际宗教自由和反 /种族灭绝 0。

美国犹太人向来重视宗教自由, 甚至把它置于人权斗争的核心, 视为 /第一自

由 0,为其他人权的源泉。» 在美国国内,犹太教群体主要关切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

其改革派素以不妥协的、严格的政教分离主义而著称。随着基督教右翼在美国社会

政治中的影响上升,国际宗教自由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人权外交的重要内容, 而犹

太人在其中就扮演着重要角色。90年代末, /雅各布#布劳斯坦人权促进会0所长菲

丽斯#盖尔 ( Fe lice D. Gaer)成功推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设专人对东欧的反犹主

义实施监督,还推动联合国大会于 1998年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了谴责反犹主义的声

明。¼ 她本人还在 2002年担任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0 (U SC IRF)主席, 成为该

委员会成立以来的第三位犹太裔主席。½ 在 90年代中期以来的苏丹人权运动中, 犹

太裔人权活动家迈克尔 #霍洛维茨 (M ichaelHo row itz)的积极活动催生了犹太教自

由派和基督教福音派的统一阵线, ¾并将这一问题推向国会, 最终推动干预苏丹主权

的 / 2002年苏丹和平法0出笼。

在这一阶段,犹太人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问题是反 /种族灭绝 0。宗教、民族

冲突的抬头导致人道主义灾难频发, 这一次次牵动着犹太人敏感的神经。90年代以

¹

º

»

¼

½

¾

See A JC, AJYB, 1970, pp. 113) 115.

M ich aelGalch insky, Jew s and Hum an R igh ts: D an cing a tThreeW eddings, p. 63.

JohnW itte and Joh an D. van der Vyver, eds. , R elig iousH um an R igh ts in G lobal P erspective: R elig ious P er2

sp ec tiv es, p. 177.

M ich aelGalch insky, Jew s and Hum an R igh ts: D an cing a tThreeW eddings, p. 169.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系根据 1998年 /国际宗教自由法 0设立。前两位犹太裔主席分别为改革派
拉比戴维# 萨普斯坦 ( David Sap erstein)和新保守派干将埃利奥特# 阿布拉姆斯 ( E ll iotAb ram s)。

See A l len D. H ertzke, F reeing G od s Ch ild ren: Th e Unl ikely A ll iance for G loba lH uman R igh ts, Maryland:

Rowm an& L itt lef ield Pub lishers, In c. , 2004, pp. 145)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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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们利用冷战结束后美国急剧膨胀的自信和称霸世界的强烈欲望, 积极鼓吹并

支持美国干预波斯湾、巴尔干、卢旺达、苏丹等国家和地区事务,成为美国推行 /新干

涉主义 0的重要内部动力之一。 90年代初关于波黑发生 /种族灭绝 0的报道唤起了

犹太人对大屠杀的记忆, 激起了他们的反应。 1993年 8月 5日,有 18个犹太组织在

纽约联合国大厦外集会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同时, 三大犹太防卫组织还在 5纽

约时报 6刊登题为 /终结死亡营 0的广告,呼吁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干

预危机。年底,犹太组织在尚未完工的 /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0 ( USHMM )集会, 联

合发表题为 /为波斯尼亚吁求美国0的十二点声明,要求美国解除对波黑穆斯林的武

器禁运,实施军事干预、审判战犯等。¹ 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是另一场被犹太人视为

/种族灭绝0而推动美国进行干预的人道主义危机。2004年,在 /美国犹太人全球服

务组织 0 (A JWS)和 /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0等组织的联合倡议下,一百多个人权组

织和宗教组织联合建立了 /拯救达尔富尔联盟 0。各阶层、各教派的犹太人参与了这

一运动,犹太组织在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美国犹太人积极参与人权外交的动力

现实利益考量、传统价值观和富有悲情的历史经历, 都将犹太人推向国际人权

外交的前沿。那些崇信 /美国信条0的犹太人, 尤其乐于借助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积

极参与和推进其人权外交。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流散全球但一直维系着民族认同, 彼此之间怀有一种普遍

亲情和相互责任,即 /犹太人一体观0。尽管同化主义占据了主导,但美国犹太人 /知

道犹太人是一家人, 是一个民族共同体, 当别的犹太人发出吁求时他们应有所回

应 0。º 随着欧洲犹太社团的毁灭,美国成了全球犹太人口最多、实力最强大的地方。

美国犹太人经常需要为救助海外犹太同胞而积极行动,有时通过其组织网络直接行

动,更多的时候则推动美国政府向别国施加压力。全球任何地方的犹太社团一旦面

临危险,通常都会引起美国犹太人的关切; 否则,他们的关切度就会大为减弱。事实

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犹太人最关切的人权议题也往往是那些直接关系到犹太民

族利益的问题:救助和安置欧洲犹太难民,确立国际人权标准和机制, 保障数百万苏

联犹太人的权利以及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等。

某些行动并不以救助犹太社团为直接目标而带有 /普世 0色彩, 但这样的行动通

常也符合 /美国信条 0。犹太人将美国当作他们的 /新耶路撒冷0, 他们是 /美国信

条 0的信徒。高举 /美国信条0的大旗显然符合美国爱国主义的要求,有助于减轻美

¹

º

AJC, AJYB, 1994, p. 122.

1美2雅各#瑞德# 马库斯: 5美国犹太人 ( 1585) 1990年 ) : 一部历史 6, 杨波、宋立宏等译,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 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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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对他们双重认同和忠诚的顾虑。捍卫和加强 /美国信条 0在国内和国际范围

的影响,也有助于塑造一种有利于全球犹太人权利和安全的政治环境。在 /美国信

条 0的大旗下投入某些 /普世0的人权运动, 也有利于加强与美国其他族裔或教派群

体的联系纽带,建构和维护既取也予的政治联盟, 扩充美国犹太人的社会资本,增强

其政治影响力。如 90年代中后期的苏丹人权运动, /宗教行动中心 0主任萨普斯坦

承认, 犹太人支持苏丹南部黑人基督教反政府群体的动机之一就是回报美国基督徒

对救助苏联犹太人事业的长期支持。¹ 当然, 这也可以打破犹太人反对基督教福音

派的成见,加强反对激进穆斯林的联合阵线。在 2004年开始的 /拯救达尔富尔运

动 0中, 达尔富尔发生的部族冲突被一些起领导作用的犹太裔人权活动家有意无意

地描绘成阿拉伯人与黑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这表明 /拯救达尔富尔运

动 0中的某些犹太精英们试图以达尔富尔问题为汇聚点,利用 / 9# 110以来美国社会

对阿拉伯 ) 穆斯林的恐惧症, 在犹太人、基督教和非裔美国人之间塑造并强化某种

针对阿拉伯人、穆斯林的联合阵线, 既可以加固 /犹太 ) 基督教传统 0并维护犹太人

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地位,也可以修补 20世纪 60年代以来时生抵牾的犹太裔和非裔

之间的自由派联盟,这两者都是保障犹太人在美国安全和福祉的重要条件, 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对以色列的非议。

除了这些复杂的现实利益考量, 犹太传统价值观也是美国犹太人积极投身人权

外交的文化根源。与基督教一样, 犹太教也认为 /所有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创造

的 0,是上帝的一种特殊显现,带有神性。凡是人, 都有与生俱来的尊严, 以及某些不

可剥夺和让与的权利。这种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引出对他者爱与责任的伦理, 即

/爱邻如己0的律令。著名改革派领袖利奥#拜克 ( 1873) 1956)就此重申, /凡有着

人的面容的就是我们的邻居,就有权利要求我们的帮助和怜悯。我们所给与他和为

他做的不是以善良意志的非必然根据为基础,而是基于上帝所给与每一个人的确定

权利。0º这种 /爱邻 0的教义甚至扩展到对寄居者、异族人和奴隶的仁慈,还进一步体

现为替贫弱者争取公正的社会立法。基督教通常强调人根深蒂固的罪性,主张人应

当虔诚祈祷、悔罪并等待基督再来施行神圣拯救。犹太教则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

/决断0,它并没有基督教那样的原罪说, 而且更强调人所具有的在善恶之间进行选

择和决断的潜能,强调行动对于世界救赎的重要性。 /它反对将解决社会问题的责

任推卸给上帝。在我们的传统中, 人在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中是上帝的工友和伙

伴。0»与基督新教强调因 /信 0称义不同,它更倾向于因 /行0称义。自古以来, /对犹

¹

º

»

A llen D. H ertzke, Freeing G od s Ch ildren: Th e Un likely A lliance for G lobalH uman R igh ts, p. 153.

1德2利奥#拜克: 5犹太教的本质 6,傅永军、于健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 170页。拜克

为战前德国犹太社团领袖,战后作为幸存者移居英国并当选为进步犹太教 (进步犹太教运动为改革派的重要分

支 )世界联合会的主席。

Un ion of Am ericanH ebrew Congregations, / A Statem ent ofB as ic Princip les on the Synagogue and S ocialAc2
tion0 ( February 15, 1955, LosAngeles) , in A lbert Vorspan and Eugene J. L ipm an, ed s. , Justice and Juda ism: Th e

W ork of S ocia lA ction, N ew Y ork: Un ion of Am erican H ebrew Congregations, 1961, pp. 24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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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的虔诚来说,其核心的东西不是信仰而是行动 0¹。因此, 犹太教比基督教带有

更明显的伦理乐观主义和行动主义倾向, 一旦投入人权运动,其救世主义热情往往

有过之而无不及。

犹太教同时存在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倾向,前者体现为关切社会正义的

/先知犹太教 0,后者则体现为注重秩序的 /拉比犹太教 0。前者主要为改革派和重建
派犹太教承继,而后者主要体现在犹太教正统派中。º 前者以希伯来先知为楷模, 以

追求社会正义为己任, /改革派犹太教最大的成就也许在于重建了先知的伦理理想
主义, 将之作为犹太信仰和生活的目标和目的。对于改革派而言, 上帝的道德法成

为绝对的善,犹太教所有其他的律法、实践或传统唯有在它们与道德法及其实现有

关时才可被接受。0»犹太民族有着传统的 /特选子民0观念, 在部分犹太人中体现为

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 /民族优越论0, 而在带有明显自由主义倾向的 /先知犹太教0群

体中则往往展现为 /修补世界 0¼的道德主义冲动和救世激情。在素以 /伦理一神
教 0为其本质特征的犹太教改革派中,这种救世激情的另一种表述就是 /以色列的使
命 0的教义。 1869年,美国犹太教改革派拉比在费城召开全体会议, 会议决议肯定了

这一源自德国犹太教改革派的教义。它认为,上帝让犹太人四处漂泊、分散各地, 不

是因为其罪过而施以惩罚, 而是神意使然,是神为了让犹太人将伦理一神教传遍全

球。½ 从那以后,改革派一直坚持并重申这一立场,并以此为指导积极投入国内外的

社会政治运动。这种激情与美国清教徒的 /天定命运 0、/山巅之城 0的愿景和激情殊
途同归、不谋而合,而且两者在 /美国信条 0的优越性这一点上存在高度的共识。在

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上,犹太教改革派是美国自由主义倾向最为强烈

的一个群体,其秉持的就是关于 /先知犹太教0和 /以色列使命 0的教义。
犹太人对人权的关切也是历史悲情的产物。在基督教世界长期遭受反犹主义

迫害, 尤其二战期间经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使他们对人权问题有着特殊的敏感性、

使命感和道义优越感。反犹主义给犹太民族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受迫害心理成为其

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即使在美国这样多元分权的社会政治体制下,即使已经取得巨

大成功,犹太人仍然感到不安全, 在心理上仍然经常将自己置于弱势群体之列。这

种受迫害的历史经历和心理积淀使他们 /产生了对迫害的高度敏感性和对国际人权
的使命感,以及一种保护同胞不受进一步威胁的冷峻现实主义 0。¾ 历史苦难使一些

¹

º

»

¼

½

¾

1德2马丁#布伯: 5论犹太教 6,刘杰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 40页。

在当今美国,犹太教改革派、重建派和社会政治立场接近改革派的世俗犹太人约为美国犹太人口的 1 /

2强,而正统派不到 10%。在大屠杀以前,现代犹太教神学思想大多出于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德国。因此,当今

美国犹太教的几乎所有重要教派都受到欧洲 (尤其德国 )犹太思想家的深刻影响。

A lbertVorspan and E ugene J. L ipm an, ed s. , Justice and Judaism: TheW ork of S oc ia lA ction, p. 12.

犹太民族有一种修补世界的强烈愿望,即 Tikkun Olam。在犹太人看来, 神创造的世界足够完满,而人

的罪恶败坏了世界。作为与神立约的神的特选子民,犹太人负有 /修补世界 0的神圣使命和职责。美国犹太教
重建派创办的喉舌刊物其刊名即为5修补世界 6 (T ikkun Olam ) ,这颇能体现该教派的社会政治倾向。

1美2大卫#鲁达夫斯基: 5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 6,傅有德、李伟、刘平译,济南:山

东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 322) 323页。

A llen D. H ertzke, Freeing G od s Ch ildren: Th e Un likely A lliance for G lobalH uman R igh ts, pp. 128)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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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认为,他们 /在帮助所有人类争取权利方面有一种独特的责任和特权 0。¹

作为 20世纪犹太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幕, 大屠杀对犹太人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尤

其深刻。在战后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大屠杀历史是犹太人小心回避的话题。 60

年代初艾希曼被捕及其在以色列受审等一系列事件逐渐打破了关于大屠杀的沉默。

70年代以来,美国犹太组织开始积极在犹太社团乃至全美推行大屠杀历史教育, 使

关于大屠杀的回忆、反思和教育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现象。大屠杀由此与以色列一

起成为美国犹太认同的核心要素和美国犹太人的 /公民宗教 0。随着 /美国大屠杀纪
念博物馆0在华盛顿落成开放和大屠杀历史课程在全国各级学校推广,大屠杀作为

恶的象征成了美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工具和范本。自 1993年博物馆开馆到 2004年

初,约有 2000万人前去参观,而其中 80%的参观者并不是犹太人。º 以大屠杀教育

为己任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 ) ) /直面历史 0在 20余年间也吸引了 100万学生和

11000名教师参与其课程。» 这些教育项目并不仅仅向美国人教授大屠杀的历史知

识,它们还是引导人们进行 /忆恶 (大屠杀 )思善 (美国信条 ) 0的机制。这完全符合

美国夺取国际道义高地、扩展和维护国际霸权的需要。苏联没有参与大屠杀, 而且

本身也为抗击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极大贡献。但是, 冷战期间的大屠杀

教育高举反对 /极权主义0的旗帜,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将舆论攻击的

主要矛头指向苏联,而非积极追究施害者德国的历史罪责。这种教育明显带有意识

形态上抹黑东方阵营的色彩,实际上成为服务于遏制苏联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冷

战后, 大屠杀教育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大屠杀过程中 /冷漠的旁观者0,并鼓吹一种

干涉主义的价值观。在波斯尼亚危机发生后,美国国内出现大量要求政府干预该地

区事态的言论,其常用的说辞就是盟国和基督徒在大屠杀中的冷漠。¼

大屠杀题材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影响, 使犹太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美国社

会良知的代言人,也增强了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道义优越性和社会影响力。大屠杀

幸存者及其后裔、大屠杀教研群体和相关机构, 在美国国内外人权事务中都由此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大屠杀幸存者埃里 #威瑟尔 ( E lieW iese l) ½就曾多次为巴

尔干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向美、德等国首脑直接施加道义压力。他所领导的 /美国
大屠杀纪念博物馆0在波斯尼亚危机、达尔富尔危机等许多问题上都非常积极地推

动美国政府进行干预。除此之外, 兰托斯、霍洛维茨等人积极投身人权事业也与他

们的大屠杀历史悲情密切相关。 /永不再演0 (N everAga in! )乃是大屠杀后人们痛定

思痛提出的一个强有力的口号, 许多犹太人用以表达捍卫犹太民族生存权的决心。

而对于另一些救世主义精神较强的犹太人来说, 这一口号意味着, 只要出现国家试

¹

º

»

¼

½

See M arianne R. Aanua, L et Us P rove S trong: The Am erican Jew ish C omm ittee, 1945) 2006, p. 32.

Yair Auron, The Pa in of K now ledg e: H olocaust and G enocid e Issues in Edu ca tion, London: Transact ion Pub2

lishers, 2005, p. 110.

Ibid. , p. 115.

PeterN ovick, TheH olocaust in Am erican L if e, N ew Y ork: M ariner B ook s, 2000, pp. 251) 256.

埃里# 威瑟尔是大屠杀幸存者的象征性人物,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所写的5夜 6等关于大屠杀历史
的著作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他曾出任 /美国大屠杀纪念委员会 0首任主席,对 /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 0的建
设发挥了关键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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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对民族、宗教群体实施大规模屠杀和文化灭绝的情形, 大屠杀的教训就可适用。¹

一些犹太裔人权活动家进一步将反 /种族灭绝0作为 /犹太事业 0。基于对大屠杀的

认知和体验,一些人难免对复杂的社会政治冲突进行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二元论

道德判断。在苏丹人权运动中, 霍洛维茨就简单化约地宣称 /苏丹是我们时代的希

特勒政权0º。大屠杀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还催生了一个以犹太人为关键群体的反
/种族灭绝0国际倡议网络,它已经成为颇有影响的压力集团, 促动美国等西方国家

以人权或人道的名义推行 /新干涉主义0。

在犹太民族主义、美国信条和普世主义之间

在参与人权外交的过程中, 尽管美国犹太人经常需要在犹太民族主义、美国信

条和普世主义这三种不同的要求之间进行选择, 需要在群体私利和高尚动机之间进

行平衡,但他们参与人权事务的基本准绳只有两条: 犹太民族根本利益和以 /美国信

条 0界定的美国利益。前者决定了其核心关切是以色列的安全、全球犹太同胞的权
利与安危等与犹太民族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 后者旨在表现其对 /美国信条 0的尊崇

和对美国利益的尊重,以符合美国爱国主义的要求。在犹太利益、美国信条和普世

正义原则三者能够较好协调的情况下, 犹太组织的参与积极性最高, 也最能发挥作

用。在三者之中,对民族根本利益的考量有着优先性。如果普世人权原则与犹太民

族根本利益出现冲突,那么其对普世人权的热情就难免下降。

从美国公民的立场出发, 他们在人权外交中的犹太民族诉求通常用符合 /美国
信条0的话语进行包装和推销,并努力使其符合 /美国信条 0和美国利益的要求。犹

太诉求有时难免与美国官方政策或国家利益产生矛盾。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国犹

太人就可以以 /美国信条0为盾牌抵御来自美国官方和民间的质疑和压力, 并游刃于

美国多元制衡的权力结构之中,灵活地寻找机会和支持。如果出现犹太利益不符合

/美国信条0的情形 (如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某些政策 ) , 那么,美国犹太人内部就

难以形成共识,其右翼将倾向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其左翼将坚持 /美国信条 0。
总体而言,犹太人在美国已经摆脱了受歧视、被排斥的悲惨处境, 被接纳为美国

主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同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依赖并善于利用

美国在全球的强势地位。一个强大的、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美国符合犹太人的利益

和意愿,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声音在犹太社团中都难有强大回响。在不同时期,

他们对人权外交的参与必须服从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也难免表现出西

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傲慢、偏见和双重标准。

(责任编辑: 陈志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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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ch aelGalch insky, Jew s and Hum an R igh ts: D an cing a tThreeW eddings,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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