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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哈尔滨犹太圣裔社述略

房 建昌

　　圣裔社是民国年间在哈尔滨和上海的犹

太人中存在的一种结社组织 ,具有兄弟会的

性质。 犹太圣裔社是个此前已存在于世界的

以美国为总部的组织 ,中国的犹太圣裔社是

做为分支机构存在的。 圣裔社乃希伯莱语

B 'nai B 'rith的汉译 ,也有译作 “约言之子”

的。前几年中国有些搞英语出身的学者编译

出版了中国首部犹太百科全书 ,虽然力求反

映中国犹太人的史实 ,但有的条目因史料较

少或前人未有研究而只能照译外国犹太百科

全书的条目。 如内有“约言之子”条① ,其中对

中国的情况只字未提。实际上 ,哈尔滨和上海

民国年间有圣裔社存在 ,虽史料不多 ,但仍言

之凿凿 ,历历可数。做为一部中国的犹太百科

全书 ,除了反映犹太学的许多主要基本情况

之外 ,应当尽量反映出中国的情况。对近代来

华犹太人史的研究 ,上海的学者们起步最早 ,

做了许多拓荒性的工作 ,南京的学者也有贡

献。但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目前学术界讲求

轰动效应 ,但在近代来华犹太人史的研究上 ,

在产生轰动效应之前 ,往往要有一些学者爬

梳史料 ,就一个个小问题 ,做一些默默的窄而

深的基础研究。哈尔滨和上海犹太圣裔社的

研究即为一例。

1929年 ,以上海塞法迪上层犹太人为主 ,

在上海建立了犹太圣裔社。自圣裔社 1843年

10月 13日在纽约城由 12名德国犹太人创建

以来 ,其机构组织几乎是完全仿照当时在欧

美兴盛一时的共济会 ( Free- masonary ,本意

为自由石工 ,中世纪成立于欧洲的秘密会

社 ) ,全世界该组织是统一的 ,每成立一个要

经设在美国的总部同意及备案 ,取得统一的

序号以为名 ,不象其他宗教寺院会堂那样有

各自的名字。上海的圣裔社为 1102号 ,正式

英文名称作上海圣裔社 1102号 ( Shanghai

Lodge No. 1102 B 'nai B 'ri th )。

B 'nai B 'ri th为希伯莱语 ,本世纪 30年代

末 ,日本人所著书译作“圣约之兄弟” (圣约の

兄弟 )② ,上海的一位学者译作 “犹太圣裔

社”③ ,上海学者所著《上海犹太人》一书采用

了这一译法④ ,但该组织名真正的含义为“兄

弟会”。 本世纪 40年代初 ,上海圣裔社的骨

干 ,富商索培尔 ( Arthur Sopher)在该社的一

次庆祝大会上言 1843年 10月 13日 ,纽约城

有 12人聚会 ,决定成立该社 ,取德文名字

“ Bundes Bruder” ,英文对译为 “兄弟会”

( Band of Bro thers) ,按照他们的希望 ,取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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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 1993年 ) ,第 280页“约言之子”条。



个与德文名一致的希伯莱对译名 B 'nai

B 'ri th。①

本世纪 60年代 ,一位美国犹太学者据有

关史料及口碑谈到当时上海的圣裔社时 ,言

为上海俄国犹太社团内的组织②。 这显然是

不全面的 ,因为该社主要的成员是塞法迪犹

太人。 近年上海研究本地犹太人的学者有认

为“犹太圣裔社是亲美的犹太人组织 ,其总部

设在美国华盛顿”的③。 但说该社亲美是毫无

根据的 ,不能因该组织总部设在美国就断言

亲美 ,且该社的主要干部大多为美国籍的塞

法迪犹太人 ,另外该组织的总部据 1993年的

日文资料是在芝加哥。④。

该社社员之间互称兄弟姐妹 ( Bro thers

and Sisters) , 1930- 34年间的社长 ( Presi-

dent )为亚伯拉罕 ( D. E. J. Abraham,约 1870

年生人 )⑤ ,后来任社长的有他的长子 R. D.

亚伯拉罕 ,后者 1941年再度任社长⑥。此前任

社长的为拉结犹太教会堂司会布朗 ( M endel

Brow n )⑦。 在布朗前任社长的有科维梯

( Covi t t )、格兰 ( Gran)和格林伯尔格 ( Louis

Greenberg ) , 1941年时此三人与社长 R. D.

亚伯拉罕组成了该社有效力的管理委员会⑧。

1937年的资料言格林伯尔格时住上海公

共租界汇山路 71号 ,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

(今茂名南路 ) 100号开业经营中古汽车业代

理业及贩卖赛马业。他 1887年生于波兰的维

索格罗德 ,持英国籍 ,幼时离别父亲 ,入伦敦

在赛马俱乐部工作的伯父家 ,毕业于爱丁堡

中学 , 1903年来沪 ,在赛马俱乐部当骑手 ,后

受沙逊信任 ,在该俱乐部当马贩子 ,时财产已

达 50万 ,





的自愿捐资开设 ,后来发展成了医院。该医院

最初是免费的 ,对象是穷苦人和需要者 ,不仅

是犹太人 ,即不计民族和宗教。医生以月、季、

年为期自愿诊疗。 有几度该诊所因入不敷出

濒临倒闭 ,但每次都靠社员的出资度过难关 ,

为了维持 ,被迫要求住院病人每人每天付 2

美元床费及犹太教饭费 ,不住院病人初诊付

50美分 ,尔后一诊 20美分 ,以支付医院的租

金、工资及现行开支 ,因为医院当时没自己的

建筑及捐赠基金 ,但对无力支付者则免费。据

该社社长第 9年度报告:该多重诊所 1937年

治疗了 11118名病人 ,内 5069名尽其能付了

费 , 6049名免费 ;医院看了 2514名病人 ,内

1317名付费 , 1197名免费 ;牙科 (诊所 )看了

2984名病人。 1937年的 11118名病人中 ,

2234名非犹太人 ; 1938年 3月 ,总数 879名

病人中 , 250名非犹太人。非犹太人为俄国人

和华人 ,但多为俄国人 ,无人被怀疑或被询问

是否参加过俄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参加了

哈尔滨和上海的反犹运动 ,均以救死扶伤态

度待之。该医院在尔后的 1938年 7月 12日

的《犹太月报》被称作“圣裔社医院 ,多重诊所

及牙科 (诊所 )” ( B 'nai B 'ri th Hospi ta, Po ly-

clinic and Dentist ry )① , 1941年时名“圣裔社

多重诊所及医院” ( B 'nai B 'ri th Po lyclinic and

Hospi ta) ,院址在蒲石路 (今长乐路 ) 514号 ,

为该社最重要的财产及对社会的贡献②。

1937年时在该医院免费作手术及热心于

医学研究的有持法国籍的俄国犹太医生佩霍

夫博士 ,时住公共租界静安寺路 770号 ,在此

开业行医。他 1910年毕业于托姆斯克医科大

学 ,在上海是著名的皮肤病专家和公认的权

威。他因与上海苏联总领事施批尔瓦涅克、四

川路 640号的苏联国际旅行社、北京路 20号

的苏联粮食输出组合联合会及郑家木桥街经

营协昌来记公司 (向该医院供货 )的华人蒋保

厘关系密切和参加政治结社而被租界警察列

为重点监视对象③。其名见 1941年《上海公共

租界开业医师、牙医及兽医注册名录》。

1939年 12月 ,上海阿什肯纳兹社团派

53岁的柯比洋行 ( B. A. Kopeliovich & J. V.

Zit rin)老板鲍里斯· 阿列克山德洛维奇· 科

佩里奥维奇 (无国籍 )为代表 ,参加了在哈尔

滨召开的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 ,他在会上

所作本社团 1938- 39年报告中圣裔社医院

一节言: 该综合医院位于法租界 ,有 13个床

位 , 3间病房 ,有一完备的手术室 ,一牙科治疗

室。 一年来接待病人 1. 1- 1. 2万 ,住院收容

力 (约 ) 2百。院长为 I.施坦因曼博士。年预算

2. 3万元 ,出自会费、捐赠及医疗收费。 嘉道

里爵士想建一有最新设备的医院 ,已在法租

界用 18万元买下了 8华亩地 ,投入预算为

2. 5万镑④。

1939年 1月 ,印度的一家犹太月刊转载

了一位在沪住过若干年的俄系犹太人在一美

国最大的圣裔社杂志发表的文章 ,言上海圣

裔社象全世界各地的该社一样 ,是上海犹太

社团的发言人。若干年来 ,在 (沪 )的塞法迪和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间存在着分歧 ,该社的主

要支柱是后者 ,大约在 9年前 ,双方社团的一

些领导人认识到这种分歧可能会导致一些灾

难 ,某种单一的组能包容不同国籍和教派的

犹太人。 这是他所阐明的上海圣裔社产生的

背景。 他还言 ,日本占领满洲后的 1931- 32

年 ,有数百犹太人逃来上海 ,多一贫如洗 ,该

社有组织地向他们提供钱、衣服、食品和照

顾 ,使他们在这一无朋友和生计的陌生社会

的困境大为缓解。该社的救助并不限于同教

者 ,该社向 1931年扬子江水灾的灾民、 1932

年松沪战争的难民及 1936- 37年大旱的数

百万饥饿的难民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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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社的刊物也做了很好的评价①。

据 1940年一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当老师

的德国犹太人所撰的一篇研究中国犹太出版

物的文章: 上海 1102号圣裔社自 1931年来

出有一英文月刊 Moni to r,除了报导地方的活

动 ,还转载海外犹太报刊的文章。版面 21× 15

厘米 ,每期约 27- 28页 ,约两页为广告。编者

为上述布朗拉比 , 130部赠送住当地和海外

( 34部 )的社员②。

1937年 12月 ,犬 所编一附照片的传记

词典记载美籍犹太人泽依龙卡 ( Max . Zeilon-

ka)时住法租界福履理路 (今建国西路 ) 6号 ,

为美国圣裔社出版社 1935年派驻上海的远

东通讯局局长 ,也是美国圣裔社机关刊《圣裔

社杂志》 ( B 'nai B 'ri th Maga zine)派驻上海的

通讯员。该刊 1912年向芝加哥市政府登记发

刊 ,时为月刊 ,约 150左右 ,发送社员 ,外人年

价 5角 ,每份 5分 ,在上海的发行点为南京路

上的美国书店 ,但工部局的警察特政科认为

该杂志多有宣传赤化及政治阴谋的记载 ,为

维持租界治安不准发行 ,但在市内有不少购

读者③。

犬 该书记载了中青年俄国犹太人维利

格尔米宁时住上海法租界 ,是圣裔俄人社 711

号的书记 ,他生于俄国乌拉尔山脉金矿区的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 ,父亲为矿山技师 ,革命

时逃难来沪 ;维氏当时正在乌法电气工业学

校上学 ,中途追随父亲来沪 ,在上海电力公司

任技师④。 看来上海俄系犹太人中的极少数

有自己的圣裔社组织。从其序号来看 ,比上海

圣裔社成立时间为早 ,大概是从哈尔滨传来

的 ,因为本世纪 10年代末 ,哈尔滨成立了该

组织 ,首脑为律师吉利切尔 ,他后来奉本部命

迁往上海 ,他是 1936年上海法庭经核准出庭

的 12名俄国律师之一⑤。

1939年 9月 ,满铁调查部出版了一份秘

密的 16开打印的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的报告 ,

乃请一位具有反犹倾向的当地俄侨写成 ;翌

月 ,又出版了另一份秘密的 16开打印的关于

哈尔滨犹太人的报告 ,乃请另一俄侨写成 ,以

为上一报告的补充。两份报告 ,特别是前一报

告 ,对哈尔滨的圣裔社有详细的记述。前一报

告首章为“秘密结社” ,内言过其实地认为哈

尔滨犹太人的秘密结社首先应举纯犹太系的

圣裔社 ,该社支部人数少 ,入社要经严格甄

选 ,条件是有势力及教养的大人物。该社是最

负责任的首脑部 ,其他犹太组织 ,如设在哈尔

滨的远东犹太民族协议会、哈尔滨犹太教团

(即犹太社团 )等不过是表面的装饰存在罢

了 ,是盲目地追随圣裔社的指令的。该报告称

圣裔社是全世界犹太共济会的最高机关 ,与

分布于全世界各地的犹太共济会支部相对 ,

圣裔社规模小如法国的“大东”结社 ( Bennrhn

Boctok ) ,但起着总的支部作用。 圣裔社是为

获得全世界权力而战斗的犹太势力的参谋本

部。该教团 (指圣裔社 )总本部设在芬兰 (此

误 ,大概俄国圣裔社因地理等原因 ,从属于芬

兰分总部 ) ,犹太积极份子各直接或间接的参

加该结社 ,认为是对全犹太人履行神圣的义

务。 圣裔社是全世界犹太人利用间接的方法

支配混合型的共济会 ,世界的犹太人听从该

最高机关的指令 ,对纯犹太系的团体而言 ,混

合型的共济会选出人物在世界事务上起着极

大的作用。当时哈尔滨圣裔社的主要人物有:

帕利则尔、济乌奥托夫斯基、菲尔瓦姆金、乌

奥沃克等 ,他们直接从芬兰本部 ,或通过设在

上海的远东本部在接受各项指令 ,积极参加

犹太人的选举等 ,如哈尔滨的犹太社团等组

的选举。 在哈尔滨圣裔社创建之初曾负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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