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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来华犹太人的研究中,鲜见关于犹太人在青岛的研究。本文根据所考的一手资料及部分二手资料对近代犹太人来青

的背景、在青岛的分布、青岛犹太联合会旧址、青岛联合会活动内容,以及青岛不同年代政府对犹太人的政策和来青犹太人最终

离开青岛的情况做简要介绍。论文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论述近代犹太人来青岛的背景,第二章介绍在青岛的犹太公会,第三章

概述近代青岛政府对犹太人的政策,第四章考证了近代青岛地方报纸对犹太人的报道,最后一章是关于犹太人离开青岛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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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ong the study of Jews in China,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Jews in Qingdao.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first-hand documents and some second-hand materials,describes the background of Jews coming to Qingdao in 

modern tim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Qingdao, the old site of the Qingdao Jewish associati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Qingdao association, and the policies of the different Qingdao city governments towards the Jewsin Qingdao 

and the situation when they left Qingdao.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of Jews coming to Qingdao, the second chapter describes the Jewish association in Qingdao, the third 

chapter describes the modern Qingdao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 Jews, the fourth chapter is about the Jewish 

reports of  Qingdao local newspapers, and the last chapter about Jews leaving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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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犹太人研究是民族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我国即有很多大型犹太人研究中心,例如上海犹太研究中

心、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等,围

绕在华犹太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上海、哈尔滨、开封

等地的研究。相比而言,针对青岛犹太人的研究还是很少。事

实上,20世纪前期,犹太人也曾经在青岛繁荣一时。自1891

年青岛建制以来,犹太人随着西方人、特别是德国人的到来

而入居青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俄籍犹太人来到青岛,

在此安居乐业,青岛犹太联合会也一时繁荣；1938年日占青

岛,禁止犹太人来青；40年代日本殖民者没收教会财产；抗

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还犹太人财产,同时部分犹太人去

往欧美,部分前往上海,一部分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本文考证

了犹太人来青岛和在青岛的生活情况,以期引起对青岛作为

近代犹太人来华研究的史源地之一的重视。文中列举的档案

记载均来自笔者在青岛市档案馆的考证。 

1 近代犹太人来青背景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大清帝国结束闭关锁国,

大批外国人进入中国。清政府设立通商口岸,中国广袤的市

场被世界觊觎。精明的犹太商人也发现了中国的商机,纷纷

来华经商投资。此后至20世纪中叶,有大批的犹太人来到了

中国,这段时期有三次热潮: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数

十年里,从英属中东、南亚和东南亚来华经商办实业的塞法

迪犹太人,他们生活富裕,资产雄厚,起初在香港,而后在上

海发展壮大；第二次热潮发生在19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一些

从俄国来的犹太人为了躲避反犹浪潮、革命和内战来到中国

谋生,他们的数量高达几万,他们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的

东北和内蒙,再辗转到达天津、青岛、上海等地；第三次是

1933至1941年之间从德国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当时德国受纳

粹统治,实行排犹政策,他们作为政治难民来华,几乎全部在

上海进入中国。也就是说,这三次犹太人来华高潮的主体分

别是塞法迪犹商、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自此,中国

境内形成了香港、上海、哈尔滨和天津四个犹太社团,以及

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沈阳、大连、青岛等犹太聚居

地,还有大批犹太专业技术人员散居在北京等大城市里。 

1862年烟台开埠,山东与世界的接触大大增加,侨居山

东的外国人主要生活在青岛和威海等地。1897年德国侵占青

岛后,大批德侨进入青岛,其中不乏有德籍犹太人,他们的身

份主要是商人、银行职员、外交官等。随着欧洲反犹浪潮的

兴起以及中东铁路的修建,大批俄籍犹太人南下,先是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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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滨聚居。日本占领东北后,东北地区的经济环境恶化,俄籍

犹太人南下到天津、大连、青岛等地。在青岛的犹太人更多

是俄籍犹太人。虽然俄籍犹太人来青在时间上晚于德籍犹太

人来青,但是青岛的犹太人聚居地是随着1917年俄国革命后

大批俄国犹太人的来到而发展起来的。根据中国市政协会青

岛分会1947年出版的《青岛指南》中描述： 

青岛历史上曾经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19世纪末就有

少许犹太人在这里居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骤增至200多人。

据统计,十月革命后,大批的俄国难民逃入中国,有一部分南

下来到中国青岛,内有百余名俄系犹太人,后来他们留在青岛,

定居在此。再加上后来接纳的21名德国犹太难民。到1939年,

青岛犹太社团由221名犹太人组成。抗战胜利后,非俄籍犹太

人纷纷去了欧美。据1946年6月青岛市政府的统计,这时只有

犹太人37户,共141人。而且其中有的已去了上海,是为了借助

那里的犹太救助机构的帮助尽快出境；而俄系犹太人一直到

解放前后才离华,至50年代初,青岛的犹太人已所剩不多。 

2 青岛犹太公墓及犹太公会 

犹太人有一个传统,即无论迁居何处,只要达到一定数

量,就会成立各种社团,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以此维系犹太

人的团结互助,协调管理犹太人的活动,维护犹太人的利益；

犹太人临死之前,由拉比诵经、认罪,等断气后由其长子或近

亲为死者合眼；犹太人入葬时不烧纸、不摆供,只烧香祷祝,

死后都葬入犹太公墓内。因此犹太会堂和犹太公墓都是犹太

人保持民族性的重要元素。因此,犹太公墓和犹太会堂的出

现,往往是犹太社区形成的标志。 

一般来说,近代来华犹太人在中国形成了香港、上海、哈

尔滨、天津四个犹太社团以及青岛、大连等犹太人聚居地。

在青岛的犹太人虽然有一定规模,定期举行联合集会,参加过

第一至第三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但是较之于香港、上海

的犹太公会,其数量规模及社会影响力仍有一定差距。在青岛

的犹太人虽有50多年的居住历史,但规模一直不大。但这也并

不影响犹太人在青岛的生存和发展。 

犹太人在海外互相扶持和维系关系的单独的犹太公墓

和犹太会堂是犹太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定居在天津、

哈尔滨、上海和香港犹太人都建造了自己犹太公墓及犹太

会堂。根据《沙逊洋行档案》：1904年,犹太人在天津置地

建公墓。1905年,吉利舍维奇拉比在天津建立犹太宗教公会,

并租房作为临时会堂,供宗教活动用。1911年,又建立了天津

希伯来协会(Hebrew Assoiation of Tientsin,也称天津犹

太公会)和慈善协会,募集资金救助贫困犹太人。犹太宗教公

会、犹太会堂和犹太人自办社会救济组织的出现,表明天津

犹太社团已经形成。1858年,第一个犹太公墓在香港建

立,1901至1902年沙逊家族捐助建立犹太会堂。近代犹太人

聚集最多的地方就是上海,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犹太社团

也是在上海。1862年,沙逊家族捐资兴建了上海第一个犹太

公墓。1870年,上海塞法迪犹太人成立会堂委员会,负责筹建

上海犹太会堂和犹太学校。1887年8月,塞法迪犹太人开始兴

建近代上海(也是近代中国)第一座犹太会堂—埃尔会堂。哈

尔滨的犹太社团在上世纪20年代发展迅速,达到全盛,并建

立了自己的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养老院、慈善社、

免费食堂、墓地等文化教育和卫生福利机构,三届远东犹太

社团也都是在哈尔滨举办。 

青岛的犹太公墓(文革时期被摧毁)旧址为德占时期专葬

外国人的德国公墓(原名Europaer Friedhof,后称German 

Cemetery)北侧,现为青岛百花苑纪念性园林,位于青岛延安

一路55号。 

而在青岛的犹太联合会虽购地规划,并于1939年第3届

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称已开设了犹太会馆,建有犹太教会

堂。但是遍观青岛地方记载,青岛存有的宗教设施有：基督

教堂,圣保罗教堂,天主教堂,湛山寺(佛教),太清宫,上清宫,

太平路,清真寺。并没有专门用作犹太教的犹太会馆。据载

的犹太会址有牟平路10号、广西路9号和11号、龙山路13号,

它们均为旧的德式居民住宅。所以犹太人在青岛并没有真正

建立起固定的犹太会堂。根据1940年青岛市公文,犹太协会

拟在鱼山路5号建筑会堂,后因建筑可能阻碍交通,被市政府

收回调换至湛山大路,之后的犹太集会仍然是在龙山路13号

召开,湛山大路也没有关于曾经是犹太会馆的记载。 

官文摘要如下： 

民国二十九年元月二十三： 

为犹太侨民联合会旧租鱼山路五号官地适当要街建筑不

便,拟将该地收回另以湛山大路官地一段换租与该会使

用……本市犹太侨民联合会于事变之前永租鱼山路五号之官

地……约折合二百二十余方步久在空闲尚未建筑房屋……据

该会以在该地建筑教堂楼房……建设局通知查该户……建筑

计划自难准许。但原地租权该会合法取得,限制不予使用亦属

于理不合……以湛山大路官地一段二百九十余方步换租与该

会建筑使用。如此似与交通安全与该会权利两无妨害。 

钧长鉴核示遵谨呈市长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 

可行准办 

据此可推断,青岛犹太联合会曾拟于鱼山路5号建筑教堂

楼房,但是由于地处三叉路口,如果在此地建筑教堂可能会带

来交通隐患。遂被政府收回换至湛山大路。后不了了之。根

据1948年的青岛市警察局的公文,犹太联合公会会址的确是

在龙山路13号,并没有任何湛山大路犹太人会馆的记载。究其

原因可能有三：首先政府强行换地,打破原定计划；然后,较

早来青的德籍犹太人比较富裕,但是数量不多,也都是归宗的

基督教徒,并没有斥资建起单独的会堂和公墓的必要；后来来

青的俄籍犹太人多从哈尔滨南下的难民,大部分经营舞厅、饭

店、酒吧、理发店、医院诊所、西服店、乐器店等,而德式建

筑有提供足以容纳百人聚会的地方；最后,并没有与政局或者

其他犹太地区的犹太社团保持亲密的联系,没有获得资助。在

哈尔滨的犹太人就关注时局变化,并与蔡元培等人建立联系

并获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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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犹太人没有建立起固定的会堂,据考他们定期在在

广西路、牟平路、龙山路等地(德式建筑居多)举行集会。根

据1948年青岛市警察局的公文,本地犹太会馆几乎每个月都

有活动,几乎每个月都举行集会,提前申请,并有警察在旁监

督,当时仍有70余会员参加,相关资料记录如下： 

记录一： 

1948年青岛市警察局资料呈： 

青岛市警察局代电 

青岛市政府……本市犹太公会元月十七日呈以元月二

十六日下午二时拟开全年总务会议……据报：“查该会到男

女会员二十一名,由考夫那任临时主席报告去年年度工作情

形财政开支状况继则选举本年度之委员会最后为去年逝世

之四会员默祈致哀,旋告散会”……青岛市警察局……三十

六年丑外文印附青岛犹太公会组织表一份 

青岛犹太公会组织表(36年度) 

会址、龙山路13号 

委员(中文翻译)杜平司司太白高希未注姚维道夫马道

何维赤 

财政番查委员会 

奥兹雷安斯基罗索夫艾逊白司那佳曼 

委员会后补 

伍罗夫垂新 

记录二： 

为本市犹太联合会于三月二日下午六时集会放映电影

情形报…… 

青岛市警察局代电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 

青岛市政府……查本市犹太人联合会于本(三)月二日

及四日下午六时假龙山路十三号(该会会址)放映巴力斯坦

电影内容为描写犹太人之社会生产及生活等情形每次约五

十余犹太人到场并由该会会长尤可多夫(S.H.IOHOVIDOFF)

对该电影片做简短介绍至晚九时…… 

记录三： 

青岛市政府……查本市犹太公会于七月十八日下午四

时于该会会址(龙山路十三号)举行集会,由该会会长约维多

夫报告该会妇女委员会业经等姐就绪,现已开使工作为购置

图书娱乐器具及大家福利计,积极募捐款,希我在青犹太同

胞共参解囊相助并谓前往旅青犹太同胞捐助救济,巴力斯坦

犹太难民之捐款共二十美元悉数出,业已光后复得收到该款

回信等语后为音乐茶会到会犹民约七十余人秩序良好,下午

五时半即行散会,除分报外理合将该会集会情形…… 

记录四： 

本年九月七日代电……为本市犹太人联合会于八月二

十六日晚举行茶会……代电应：准予备查……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七日 

记录五： 

青岛市政府……查本市犹太人联合会于八月二十六日

下午五时半曾假该会会址龙山路十三号举行茶会表演艺技

到有本市苏联德法波兰归化中国各国籍之犹太侨民六十余

人……由天津来青之天津犹太人联合会会长……致辞谓：

“……各地漂泊之犹太人应多方尽力协助祖国使其繁荣强

盛……”……秩序尚良好除分报外理合请鉴核由备查 

青岛市警察局局长黄佑叩 

这些文件反映出在青犹太人比较团结,组织文化活动,

丰富精神生活；组织分工明确；也设置有妇女联合会,筹款

筹集书籍资料等,并且和天津犹太公会保持联系。根据青岛

地方报的记载,在青犹太人也开展过不以宗教为界的活动。

例如,据1940年青岛新民报社的新闻,犹太人组织跳舞会,不

收门票,各界人士都有参加,场面极一时之盛。原文如下： 

本月二十五日为犹太教会宗教纪念之期,本市侨居之犹

太人特于是日晚,假花园饭店举行跳舞会,任人参加,因不收

门票,致到各界人士甚多颇极一时之盛。 

在青的犹太联合会十分团结,不仅帮助同胞、组织文化

活动等,也捐款帮助中国难民。据1948年青岛公报报道,犹太

联合会原文题名《犹太公会义举,帮助难民学生》,内容如下： 

本报讯居留我市之犹太公会,见及各逃亡学生及难民等,

缺衣少食……特捐助五千万元、分配给鲁东联合中学,等…… 

青岛的犹太联合会受哈尔滨犹太社团的领导。一方面,

来青犹太人大多数为俄籍。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日本占领东

北后,松散的统治环境消失,对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经济活动

造成巨大冲击。大批俄籍犹太人辗转南下来到天津,青岛等

地。在青犹太人数也一度高达200多人,根据1939年日本方面

的记载,那是在青岛的221名犹太人中,没有国籍的有173人

(主要为俄系犹太人),有德国籍的有24人,有英国籍的是12

人,有美国籍的是7人,有其他国籍的是5人；另一方面,1937

年、1938年和1939年连续三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都在哈

尔滨召开,也在哈尔滨成立了远东犹太社团中央协议会这样

的常设机构。来自哈尔滨、大连、天津、青岛、齐齐哈尔、

海拉尔的犹太人代表均有被选进协议会理事会任理事的,这

就确立了哈尔滨犹太社团的领导地位。 

3 青岛政府近代对犹太人政策 

即使反犹主义在西方基督教中根深蒂固,近代西方反犹

浪潮也此起彼伏,但在中国境内,一直没有发生过真正的、中

国人组织的反犹运动,犹太难民大规模涌入中国以前,中国

人也并没有有意识地将犹太人与其他民族的西方人相区分,

也没有针对犹太人的单独政策。即使1938年上海有限制犹太

人入沪,但也并不是基于歧视或者迫害,而是限制人数。并且

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对犹政策并不受德国

左右。所以青岛1891年建制以后,1898至1914德占时期,1914

至1922日本第一次占领时期,1922至1927年北京国民政府时

期,1927至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没有明显的排犹政策。 

之后,1938年1月10日,日本海军在崂山山东头登陆,第

二次占领青岛,青岛市治安维特会成立。青岛此时被日本占

领。虽然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在中国并没有采取

强硬的反犹政策,日本方面“犹太人专家”也主张亲犹敛资。



现代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8 期◆版本 1.0◆2019 年 8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6 

Modern Education Forum 

但是在青岛,据公文考证,自1938年治安维特会已发布训令。

禁止犹太人由上海或者海上来青,具体如下： 

1938年青岛治安维特会发布训令,除原住犹太籍侨民,

不准入境并通知驻沪日领事。如下： 

青岛市治安维特会训令 

令警察部 

……查犹太籍之侨民除原住青岛者外自即日起一概不

准入境…… 

犹太人之取缔会议十二月四日上午十时 

列席者…… 

醒醐宝报告： 

今日召集会议为军部……犹太人之来北支各地应设法

阻止,按令应取缔……具体办法： 

由日外务部不准住上海的犹人来北支时绝对不准其入。

若来外轮来青时则外事设查验护照人次设法辨识是否犹人； 

为上海去津犹太人来青应送交住宿一面监视一面电知

驻沪日领 

身为苏联之犹太人来青应婉言劝其回沪 

为来青之犹人准入上海该再劝告他此地不准入住并劝

其仍回原来地方。不准对人言之理由…… 

并有1943年青岛市警察局报告：俄国犹太人来青被禁止

的报告可证：青警特外第16号关于俄国犹太人须查的报

告：……本月十六日下午四时青岛由沪来青共有乘客四一八

名内有外侨四名,喝绞呢者该人系俄国犹太人……禁止来

青……呈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非轴心国的外籍传教

士采取镇压政策。1943年,日本侵略者在潍县乐道院设立集

中营,关押英美传教士及外侨。在潍县乐道院关押着整个华

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徐州、济南、青岛、烟台、滕州

等地)的西方侨民2000余人。教会财产也被没收。直到1948

年青岛市政府才应犹太侨民要求将其归还,有公文可考： 

山东高等法院训令： 

奉部令……接管之德籍犹太人产业发还办法……青市

政府开会 

案奉 

行政院三十六年四月八日……第一二九九四号训令开： 

“外交部呈对发还经接管之产业似可允请核示等情查

德侨处理办法及德侨在华私人产业处理办法业,经本院于三

十六年一月八日……各办法修正以前所接管之德籍犹太人

产业除犯有德侨处理办法第二条各情事之一者应依我国法

律处理外其余应准发还……”等 

此令 

山东省高等法院训令 

司法行政部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训令……： 

德籍犹太人呈请发还业经接管之财产……可照准……

德侨处理办法及德侨在华私人产业处理办法第二条……依

我国法律处理……应准发还……！ 

…… 

即不违背德侨处理办法第二条即可由政府发还财产,德

侨处理办法公文如下：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1945年发布的德侨处理办法第二条 

收复地区及后方德籍人民之处理依本办法之规定 

收复地区及后方德籍人民有下列各情事之一者应依我

国法律处理 

有间谍嫌疑或行动者有帮助日军企图或行动者 

依据可考的官文,1948年山东省政府准许发还之前没收

的德籍犹太侨民的产业及财产,前提是该德籍犹太侨民无间

谍和帮助日军的嫌疑。 

4 青岛地方报纸上犹太人形象 

近代的青岛地方报纸上,犹太人这个话题一直占有一席

之地。据仍存档的报纸载,仅1946至1949年5月就有30多份报

纸中涉及犹太人这个话题。其中十多份报纸说的是关于犹太

人的笑话,1948年犹太复国之后,更多的报纸从政治的角度

谈论犹太人。本章就仍存档的青岛地方报纸为例,分析犹太

人在青岛地方报纸上的形象。 

(1)以犹太人为主题的笑话 

在这些笑话中,犹太人就是吝啬的代名词。1946年12月

26日青报报社发表题名为“好莱坞明星犹太作风多”的文章

来描写好莱坞女明星既富裕又吝啬的形象。犹太俨然成为形

容词。1949年10月25日青岛日报发表题为“犹太是悭吝之意,

中国又作何解释”的评论,在其中谈及,Jew这个词来自Jewel

表明犹太人爱财,人们便将一般的自私而贪利的人称作“犹

太人”,到现在,特别是上海,人们把悭吝小气成为“犹太”。

抗战时期,法国人有个流行的词汇,“Chinerlzed”取自Chine

字母,又加上Yized作尾,是“乱七八糟”的意思。 

在可考的几十篇类似的报纸文章中,青岛地方报纸常在

犹太人吝啬和机智上做文章,并没有表示十分的尊重。例如：

1946年12月30日青报上世界一角板块文章《犹太人发财狂》,

内容是犹太人偷圣地耶路撒冷的宝石赚钱。1948年4月9日青

报的文章《犹太人会省钱,无处不讲节约》,内容如下： 

犹太人谓其子曰：“近来皮鞋价大涨,走路时应两步跨作

一步,保穿一年之皮鞋,而可穿两年。”此小犹太较老犹太更

清明,三步跨成一步,但两天以后,裤子当中出现一个洞。 

有一个犹太人从上海到南京,却买了一张去苏州的票子,

到苏州下车,买了一张到无锡的,而到无锡又下车,买了一张

到松江的,人家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医生说我有心脏病,

随时随地可以死去,如买上了南京的票,而在苏州死了,岂不

是多花三站的钱。” 

除此之外,另有1940年青岛晚报题为《犹太人生财之道,

不穿裤子先生》、1947年9月25日青岛晚报题为《谭小培大犹

太》、1947年10月6日青岛晚报题为《犹太人与苏格兰人》以

及1947年11月9日青岛晚报题为《犹太人遇盗》的文章。青

报在1947年11月23日发表过题为《犹太人与市僧》的文章。

青岛民言晚报在1948年1月24日发表过《一日一笑：犹太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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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在1948年2月2日发表过《一日一笑：两个犹太人》和

在1948年6月12日刊登过《一日一笑：犹太人之死》的文章。

1948年12月23日,青岛大民报上还刊登过一篇《犹太大王》

的文章,等等。 

(2)政治话题 

除此之外,与犹太人有关的政治话题也是青岛地方报社

的话题,例如,阿犹纠纷与犹太复国。特别是1948年犹太复国

前后,青报、青岛晚报、青岛平民报等有近10篇相关报道,

分别是1946年12月16日青报上题为《犹太人反对托管巴勒斯

坦,拒绝参加伦敦会议》的文章；1947年12月14日青岛大民

报上题为《无花果树发芽了,联大通过圣地分制案,宣告犹太

成为独立国》的文章；1948年6月21日青岛平民报上题为《圣

保罗教堂,教友昨云集,为犹太人祈祷》的新闻；1948年5月

19日青岛民言晚报上题为《犹太复国问题,教会名流昨日讨

论》的文章；1948年5月27日青岛公报上题为《犹太复国与

近东战事》的文章；1948年6月3日青岛民言晚报上题为《同

胞倡组军队,已电请白崇禧,领导协助阿对犹太之战》的文

章；1948年6月21日青岛平民报上题为《解决阿犹纠纷,以公

道为原则》的文章；1948年4月1日青岛公报上题为《解决中

东第一迷,苏联的犹太政策》的文章；以及1948年3月16日青

岛平民报上题为《圣地纠纷,犹太两领袖携手四强,会商无结

果》的文章,等等。 

由此可见,在青岛的犹太人在社会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并且受到当地人民的注意。不论笑话,还是夸赞或者是政治

问题,报纸上所登载的文章并没有表达恶意或者强烈的反犹

意图。而日本当局控制下的中文报纸《新申报》就发表过反

犹文章,并曾导致了一场白俄发动的反犹运动。即便是40年

代反犹浪潮东延,在上海以及哈尔滨发生浩大的反犹运动的

时候,青岛报纸上讨论的还是在青岛的犹太人举行跳舞会,

并用“各界人士参加,场面盛极一时”来形容当时的场面。 

5 犹太人离开青岛 

抗日战争胜利后,非俄籍犹太人大多去了欧美,据1946

年6月青岛市政府的统计,这时只有犹太人37户,共141人。其

中一部分去了上海,他们在犹太联合会的帮助下获取签证准

备离境。也有一部分犹太人申请改变国籍加入中国籍,留在

青岛,例如1946年,一名由哈尔滨南下至青岛的俄籍犹太人

苏洛维申请加入中国籍的呈文如下： 

中国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苏洛维呈青岛市警察局 

为呈请加入中华民国国籍事由……呈请准予加入中华

民国国籍事……生于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祖为犹太系

自一九一七年来华居哈尔滨约八年……于一九二六年来青

岛民向经营商店……谨独身在青岛居住现拟加入贵国国籍

俾能竭诚为贵国效劳……恩准不胜感激之情。 

至1958年6月30日,仍然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有84人。同

年,天津希伯来协会也宣布停止活动,大连、沈阳、青岛的犹

太人基本都已离去。至1997年青岛市共有外侨9人,其中波兰

籍一人,朝鲜籍8人。 

6 结语 

本论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介绍并考证了近代犹太人来青

岛的背景、犹太人在青岛建立的公墓以及举行集会的会址、

青岛政府对犹太人的政策、青岛地方报纸对犹太人的描述,

以及在建国前后犹太人离开青岛的事宜。近代来青的犹太人

曾在青岛度过半个多世纪,在近代中国总体战乱、动荡的社

会环境下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青岛的犹太人依靠当地的社

会条件,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此安居乐业,与其他在青犹

太人相互扶持,也参与到青岛当地的生活中。总体而言,近代

在青犹太人是近代犹太人在中国生活图景的组成部分之一,

但是青岛作为近代来华犹太人相关研究的史源地价值却一

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希望本文的考证研究能够引起对来青

犹太人生活历史的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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