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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的各种机构中也纷纷建立
,

据统计
,

截至1 9 2 6年这类组织有以下八个
:

1
、

哈尔滨犹太人协会理事会
。

该协会设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19 号
。

理事会由哈尔

滨市犹太人工商企业家3 6人组成
,

主席是姆
·

伏
·

考夫曼
,

秘书是格
·

兹
·

艾泼施坦
,

司库是

勒
·

科
·

古尔维奇
。

2
、

世界犹太复国组织远东分局
.

该局的总局设在耶路撒冷
,

哈尔滨的
“

远东局
”

为分支

机构
,

宗 旨是
: “

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建立受法律保护的避难地
” , “

在巴勒斯坦获得土地
,

恢

复犹太人不可转让的所有权
” .

¼ 该局的职权是负责管理整个远东地区的犹太人
.

局长是阿
·

依
·

考夫曼
,

副局长是阿
·

德
·

拉维阔维奇
。

该局在哈尔滨另设有市委会
,

主席是斯
·

格
·

雅布洛

夫
,

副主席是阿
·

德
·

拉维阔维奇
.

3
、

犹太民族基金会远东局
.

该局设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39 号
.

理事会主席是格
·

兹
·

艾普施坦
,

副主席是伏
·

格
·

宗达维奇
.

4 、

《克林
·

盖索特》委员会
。

一种基金会性质的社团
,

该会也设于经纬街39 号
,

主席是

依
·

赫
,

索斯金
.

5
、

犹太妇女复国组织
.

理事会主席是恩
·

伏
·

伏利则尔
,

副主席是勒
·

伏
·

宗达维奇
.

该组

织是世界犹太妇女复国组织的分支机构
,

总部设在伦敦
。

6
、

远东犹太人难民事务管理中心
。

该中心主任是姆
·

比尔曼
,

秘书是什
·

德
·

加尔别林
。

7
、

哈尔滨犹太人慈管会
.

该会下设理事会和监事会
。

理事会主要成员有
:

阿
·

姆
·

马尔达

霍维奇
、

依
·

依
·

切尔年科夫
、

雅
·

阿
·

巳多洛衣斯基
.

监事会主要成员有
:

德
·

斯
,

鲁特施坦
、

阿
·

勒
·

密科列尔
、

勒
·

依
·

叶莫叶维奇
、

阿
,

雅
,

斯洛博斯基
。

8
、

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
。

该会成立于19 0 3年
,

止于 19 64 年
,

会址在哈尔滨市道 里区炮

队街
.

该公会是侨居在哈尔滨市的犹太人创办的以慈善事业为宗旨的民间群众组织
。

公会的

事务由理事会执行
.

理事会由n 人组成
,

其中理事长
、

副理事长
、

秘书
、

会计各 1 人
.

本世纪 20 一30 年代
,

日本为了独占中国的东北
,

不断采取种种办方排挤聚居东北的白俄

(包括俄罗斯)犹太人
,

迫使哈尔滨市犹太人的大部分迁居英
、

法
、

德
、

奥等国
。

到19 43 年时
,

哈

尔滨市犹太人的总数降为17 9 1人
,

其中极大多数为无国籍者
,

约有 138 1人
。

½

新中国建立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未统一遣送犹太人
,

但东北各地的犹太人陆续地

自发出境前往以色列
、

澳大利亚等地
。 19 50 年到19 5 2年的三年中

,

犹太人 出境者累计达20 00

余人
.

截至 19 5 3年末
,

哈尔滨市犹太人还有45 3人
。

到196 0年
,

哈尔滨市犹太人只剩10 0人左北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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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犹太民族

,

无盖 Φ于 个拉
,

科 族 立 心理总是 的
,

廴 澳文和心理 菀为 的
。

犹 太教则是そ 澳 和心理 成人 中五有
“

撋
”

的
教䠦

,

也 是 犹太民族
,

隯 难以在世界 地但 蔼
“

主泀 和
”

并不
掺蔼 Ⅴ民族㥕和的

“

霖
摊 , ,

犹太 沍无盖出 鞅 调 篣
,

只要 可
,

Ⅴ 不
犹 建 結 Ⅴ 旨 的犹太教会

.

哈尔滨犹滨人臬是 鋐 太 建立逞鳣任 宗 的

嘘 构篣一
“

犹太 ㈤会
” ,1 9年1 局4

,

㈤会别人デ的 篣 组 织䫸
,

19 17年4局

廴蠮䫸 在犹太代 大会
掺 椴

。 19 0 年 1 日在哈尔滨市犹太人代会 别

了 的 组织䕧
.

蔼中 ㈤会 立的孥维为
:

哈尔滨特ꏋ的犹 太 民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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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如管理教堂及其经费
,

牧师
、

神父的经 费;进行牲畜屠宰时的祈祷 ;管理犹太人的墓地和犹

太人的出生死亡
、

结婚
、

离婚的登记事项
.

该公会的经济来源是
:

会员缴纳的会费(根据该会章

程规定
,

凡在哈尔滨市的犹太人
,

年满20 周岁者
,

均为该会会员
,

每年缴纳当地大洋2元作为

会费);私人及团体的慈善捐助 ;其他收人
,

如屠宰牲畜
、

家禽祈
‘

祷时所得
。

在哈尔滨犹太宗教

公会主持下
,

曾先后在哈尔滨建立2座犹太教堂和一所祈祷室
。

老教堂始建于19 09 年
,

座落在

炮队街 (现通江街)
,

新教堂建于 1 9 1 8年
,

比老教堂规模更大
,

座落
一

」
“

经纬街上 (现为哈尔缤市

公安局招待所)
。

当年
,

主持教会活动的是犹太教东亚区大拉 比(拉比即负责教规
、

教律和 主持

宗教仪式的人)阿
·

姆
,

基谢列夫
.

犹太教祈祷室设在马家沟厚镰刀街上
。

甲哈尔滨
“

犹太宗教公

会
”

当年在道里区马街8号办有犹太教会学校
,

学校拉比是列宾
,

另外
,

还管有犹太人墓地
,

原

址在哈尔滨市内
。

19 58 年哈尔滨市政府将犹太人墓地迁至市郊东北面
,

与东正教墓地毗邻
.

并派有专人看管
.

此项动迁工作安排得十分妥善
,

曾受到国内外犹太人的赞赏
.

当年
,

以色列

犹太法律博士盖尔
·

曹格特来信向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表示谢意
。

À

196 0年前后
,

因犹太教徒所剩无几
,

又因无拉比主持
,

哈尔滨犹太教堂便 自行关闭
。

与犹太人的宗教活动相比
,

其文化生活总是丰富多采的
。

犹太人在哈尔滨建有各种类型

的文化机构
。

190 7年
,

由当时犹太人协会开办 了第一犹太国民小学
,

不久
,

又开办了第二犹太国氏小

学
,

到 19 19年又开办了犹太中学
.

此期间
,

一些犹太企业家也参与了办学
,

大企业家谢德斯就

曾开办 了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
。

哈尔滨犹太人协会还开办犹太幼儿园
,

该园设在道
.

里区

商市街10 号
。

无论是犹太中
、

小学
,

还是幼儿园
,

教学方式和内容都严格按照犹太民族 习俗进

行安排
。

19 12年
,

哈尔滨犹太人在道里区药铺街 n 号 (现为红旗街)建立了一所犹太人公共图书

馆
,

该馆拥有各种藏书达13 万多册
。

在哈尔滨
,

由犹太人开办了一座规模较大
、

设备较齐全的医院
,

拥有手术
、

电疗
、

X 光透

视
、

化验等科室
。

医院有几十张床位
,

门诊每天接待100 多位患者
。

该院一直到 19 58 年才停办
。

从事 慈善事业
,

此为犹太人 的一项社会活动
,

在 哈尔滨就曾有不少犹太人 慈善机

构
。 19 0 6年

,

哈尔滨犹太妇女慈善会在道里区药铺街成立
。

该会曾免费发放一些衣物和燃料
。

192 1年由该会出面开办 了一所劳动学校
,

免费为40 名犹太女孩传授缝纫技术
。

著名的大粮商

索斯金夫人也曾担任过该会的主席
. 19 19年

,

由哈尔滨犹太人协会建立 了犹太人免费和廉价

食堂
,

每天发放270 份食物
。 19 20 年又建立了犹太老人收容所

,

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犹太孤寡

老人
,

免费为他们提供衣
、

食和住宿
。

此外
,

19 25 年在道里区药铺街还出现过一所犹太人慢性

病医院
,

收容了一批久治不愈的犹太重病人
。

医院是由
“

犹太穷困病人养护协会
“

出面建立

的
。

19 32年
,

哈尔滨市发生大水灾时
,

当地犹太人曾组织 了一个
“

犹太援助水灾受难者委员

会
” ,

对全市犹太人和其他受灾居 民进行财务
、

食品
、

交通
、

医药方面的援助
。

犹太人在 哈尔滨的新闻 出版事业中也占有重要 地位
,

曾先后出版过几 十种报刊
、

杂

志
。 19 17年

,

哈尔滨青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小组出版 了自己的周刊杂志
-
一一 《锡安 》

.

19 18 年
,

考夫曼主编 了《犹太之声 》 杂志
. 19 19年

,

比尔曼主编了 《我们的语言 》杂志
。 19 20 年一本

颇为引人注 目的犹太人新刊物 《巴勒斯坦流亡者》与读者见面
。

同年
,

哈尔滨犹太人协会理

事会开始出版 自己的机关刊物一一 《哈尔滨犹太人协会理事会公报》
.

这年
一

未
,

犹太人协会

还推 出一本反映犹太人生活的文艺杂志 一一 《犹太人生活》
。

该杂志编辑部设在道里区经

纬街
,

阿
·

依
·

考夫曼任总编
.

除上述较有影响的杂志外
,

哈尔滨犹太人于 19 2 1年1月还创办了一份很有影响的大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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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一一 《喉舌 》
,

每 日四版
,

主编是依
·

斯
·

考夫曼
。

19 30 年时
,

该报每期发行数达5 000 多份
,

订

户多为俄国妇女
。

1 931 年 日本侵占东三省后
,

该报曾作法西斯组织
“

哈尔滨犹太复兴会
”

的机

关报
,

到 1 938 年仃刊
。

该报主编考夫曼在东北沦陷时期还利用另一张他所控制 的俄文报

纸一一 《霞光报》
,

为 日本帝国主义者效力
。

三
、

哈尔滨犹太人的经济活动

哈尔滨犹太人在开发哈尔滨早期工商业
,

以及后来促进这一城市的发展上
,

都起 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
.

还在中东铁路开工之初
,

大批来自国外的工程人员
,

难以在哈尔滨市场上买到

他们必须的 日常生活用品
.

这一情况立刻为善于经商的犹太人所觉察
,

他们很快就在哈尔滨

办起了首批十儿家犹太人工商企业
.

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
,

以哈尔滨为中心
,

犹太人经营

的工商业经历了二次较大发展
,

一次是 日俄战争前后 ;另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可以

说
,

在所有的经济领域之中
,

凡能涉足的
,

犹太人都参与了
.

在林业方面
,

颇为有名的林业大亨勒
·

什
·

斯吉捷尔斯基就是犹太人
。

中东铁路沿线的大

部分林场归他所有
,

他在马桥河车站建有大规模的木材加工厂
,

在鲁卡绍瓦车站建有设备先

进的木材干馏厂
,

生产工业酒精
。

此外
,

他还是穆棱煤矿的大股东
,

中东铁路的大承包商
。

当

时
,

在哈尔滨南岗区大直街与阿什河街交 口处
,

设有他的
“

大帐房
” . Á

在制粉业中
,

仅就 19 19年的统计
,

全市有21 家制粉厂
,

其中4家为犹太人所开
。

在制糖业方面
,

犹太人列夫
·

齐克曼是最早进入这一行业的
。

最初
,

他只是从 日本和爪哇

进 口食糖
,

从事经销
,

以后
,

他就利用黑龙江本地的原料投资开办了制糖厂
,

成为阿什河糖厂

的经理人
。

波兰籍犹太人伊
·

阿
·

老巴夺兄弟俩
,

在19 02 年创办了哈尔滨老巴夺烟草公司
,

制作出售

烟丝
.

19 04 年生产 出俄式烟卷
。

19 14年已有设备26 台
,

雇佣工人达千人之多
,

以后规模不断扩

大
,

到 19 30年纯利润达一千万银元
。

该公 司在哈尔滨卷烟生产中一直独 占鳌头
,

直至 19 52 年

才将一切资产
、

设备转让我 国
。

在俄国人占多数的北方轮船主中
,

也不乏犹太企业主
,

如依
·

赫
·

索斯金
。

他同时还是个大

粮商
,

在伦敦
、

大连
、

温哥华
、

海参威设有分公司
,

承办大豆
、

豆油
、

小麦的出口业务
。

当时称为

粮食街的道外区北马路曾布满 了索斯金的大粮仓恤

犹太人在哈尔滨从事旅馆业的也不少
,

最著名的是约瑟
·

开斯普
。

他开办的马选尔饭店

是当时哈尔滨规模最大
、

设施最先进
、

最豪华的饭店之一 开斯普本人还是个大珠宝商
。

在哈尔滨乃至全东北的各大城市里
,

开西药房的大多数是犹太人
。

哈尔滨犹太人协会主

席姆
·

伏
·

考夫曼本人就是一个药房老板
.

他开设的中央大药房
,

设在水道街(现兆麟街)
.

哈尔

滨的药铺街 (现红旗街 )
,

便是因犹太人最早在此开设药铺而得名
.

在酿酒生产和榨油工业生产方面
,

犹太人企业也占有相 当数量
.

特别是榨油业
,

由于犹

太人的介人
,

许多先进 全满 了原先铺洪的
、

滨 统的设笨
,

�� ���9�Ï 国扔卡思的铱 因铺而尔普
� 介 惹酝锅尔滨信办工商业外

,

还投乇开设铱殉复进
 

第铱家银今瓦 动犹太犹

进
,

¥�» 煤1�c252
。

另铱家银进为犹她国另银进
,

成以煤19
4 年

,

是一枷痈人千一资信à

的译
,

时惹员的有 b b 0摩
q

到 1 b 霓爛时 至1b 扔
。

万 谊进最后一啄锅大就1�b14�1
19 04 年是 为股建有最公司

,

啄本1)5万预( 粮街)
,

旗19 00¥4ò
,

�Ä 00¥欲
䴲

哈 尔滨铺汰拽狄 9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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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4 年
,

美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 《限禁来美华工保护离美华人条约》
.

此约表面声称保护窝美华侨
,

实际上是

限制中国人赴美
,

歧视
、

虐待华工
.

19 00 年
,

美国政府以验疫为名
,

把纽约华人住区烧光
,

使不少华人丧命
.

100 4

年条约期满
,

国内各界民众及旅美华侨要求度约
.

美国政府拒绝改约
,

激起中国广大人民的义愤
.

上海各行业首

先采取不卖
、

不买
、

不用美货
,

青少年不到美国人所办学校读书
,

不给美国人当翻译
、

车夫
、

厨师等
.

广州
、

北京
、

天

津等全国 1 60 多个城市的商
、

学界和工人纷纷响应
.

抵制美货运动席卷全国
,

旅居国外的侨胞积极声援
.

致使美

国政府与清政府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续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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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银行继续营业
.

19 50 年哈尔滨人民政府发给该银行新的营业许可证
,

19 59年 7月 16 日
,

该

行无力继续经营
,

申请关闭
.

À此外
,

犹太人还建立一些信贷机构
。 “

哥米鲁斯
·

赫谢特
·

爱兹

洛
”

是犹太人的一个发放无息贷款的联合会
,

其中的
“

采里协会
”

建于 19 13 年
,

是一个专门向

小商人
、

小手工业者发放小额贷款的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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