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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代以来
,

中国开封存在着一个传统的犹太人社团的消息
,

便陆续在中国国内和西方流传
。

当时被称为
“

民族学史上 的一 大

奇迹
” 。

世纪初叶
,

在甘肃敦煌和新疆丹丹乌利克
,

先后 由外 国探

险家发现了有关中国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卷子
,

大约可断代为 世

纪前后
。

自元代以来
,

汉文史籍中先后 出现了“

术忽
” 、“

主吾
” 、 “

主

鹊
” 、 “

朱乎得
”

均为希伯来文 和阿拉伯文 的对音
,

意为
“

犹太人
”
或

“

犹太教徒
”

和
“

珠赫
”

希伯来文 的对音
,

意为
“

犹太 国人
”

等
。

《经世大典
·

马政篇 》中的
“

斡脱
” ,

也是指 中

国犹太人
。

中国开封犹太人的存在
,

很早 以来就引起 了国外汉学界 的注

意
,

各家学者趋之若鹜
,

争相对该社团 的方方 面面进行调查 和研

究
。

政界
、

学界和宗教界人士均参与了这场持续 了近 四个世纪 的

调查研究活动
。

其中表现最积极者
,

则是 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

的基督宗教各修会的会士们
,

因为他们 自认为从 中国开封犹太人

社团中
,

发现 了基督宗教最早传入 中国的证据
。

本文 川 这一段

鲜为人知的史事略作钩沉
,

从而从一个侧面来探讨国外汉学研究

的历史
。



早期西方汉学界对开封犹太人的调查研究

事实上
,

早从公元 世纪末起
,

西方的旅行家和传教士们便注

意到在中华帝国内存在着一个犹太人社目
。

但由‘于他们的记述过

分简单
,

其游记过分具有传奇性
,

而难以引起西方权贵们和犹太人

自己的高度注意
。

大约在公元 年左右
,

阿拉伯旅行家阿布
·

宰

德
·

哈桑 巍 已 韶
,

又作 吐 便于《中国印度见闻

录 》中指出
,

黄巢起义时
,

于 年夺取广州 朗而 城时
,

曾屠杀

过
“

十二万穆斯林
、

犹太人
、

基督徒和波斯人
” 。

但这种简单的提及

当时似乎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

公元 年左右
,

一名叫做艾尔
一

达德
·

哈达尼
一

阴
,

意为哈丹部的艾尔
一

达德 的人声称
,

他 曾遭强盗绑架并被押解到

中国
,

在中国被 反粼 时 部 的一名犹太商人赎身
,

该犹太商人最后

又帮助他离开 了中国
。

许多人都认为这一故事纯属杜撰
。

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
·

波罗 于 年于其《世界珍异记 》

《寰宇记 》中
,

也声称他曾在汗八里 肠面 目 遇 到过犹太人
。

年
,

佩鲁西亚的安德拉 细 正任泉州的方济各

会主教
,

他于其一封书简中
,

抱怨当时 尚未完成过一次归化中国犹

太人的尝试
。

另外
,

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马黎诺里 面

助于 年
,

以他在汗八里与中国犹太人进行过神学讨论而 自鸣

得意
。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
·

白图泰 巧 于 年赴杭州

旅行
,

发现在那里有犹太居 民和一座
“

犹太 门
” 。

两个世

纪之后
,

葡萄牙人佩雷拉 目印 此 在 年的一封书简中
,

也指出中国官府允许摩尔人和犹太人按照他们各 自的宗教信仰举

行礼仪
。

从此之后
,

直到利玛窦于 年与开封犹太人艾 田的会晤
,

才开始了西方汉学家真正调查 中国开封犹太人的第二个阶段
。



,

早期入华传教士对开封犹太人的调查研究

意大利人华耶稣会士利玛窦于 年在北京会见了人京赶

考的开封犹太人举子艾氏 艾 田 , 首开外国人华传教士对 中国开

封犹太人的调查研究之先河
。

利玛窦于其札记《基督教远征 中国

史 》罗 马 年首版
,

由金尼 阁加工
、

修改
、

润色
、

翻译和增删

中
,

详细地记述了这次会见
。

利玛窦耐心地向艾 田调查 了开封犹

太人的数量
、

《圣经 》
、

十字架和其他圣物的情况及开封犹太家族的

姓氏
、

礼仪
、

割礼
、

洗礼
、

教理教义
、

圣母圣婴画
、

十二使徒
、

开封犹

太人的中文名称等
。

利玛窦声称
,

如若他本人不吃猪肉的话
,

那么

开封犹太人会请他去出任掌教 拉比
。

利玛窦还 向艾 田调查 了中

国扬州和杭州等其他地方的犹太人
。

但利
、

艾的会见与交往内容
,

大都是以误解为基础的
。

例如
,

艾 田将耶稣会传教 区 内供奉的圣

母玛利亚和圣婴耶稣
,

误认为是犹太教 中的著名人物利百加

和以扫 。 与雅各 」忱比 兄弟
。

利玛窦也将开封犹太人

的存在
,

当做中国很早就存在着基督宗教以及上帝
、

中国人 自古以

来就知道上帝的存在之证据
。

世纪上半叶的法 国汉学界的泰斗伯希和又对利
、

艾会见做

过专题考证
。

他于 年在《通报 》卷二 中发表过一篇权威性

论文《为利玛窦提供信息 的犹太人艾 氏 》冯 承 钧先生 译作《艾

田 》
。

伯氏根据中西文史料
,

认为艾 田晋京只为求官而并非科考
,

利玛窦误将此人与其他举子相混淆了
。

由于利玛窦书中只提到他

会见过一名艾 氏开封犹太人
,

所以伯希和便根据 开封府志 》考证

出此人是艾 田
,

祥符县人
,

曾官至知县
,

于 年中举
,

当时 已达

六十岁
。

意大利耶稣会士德礼贤 朋卿
· ‘

孔 在我 国学者

向达先生的鼎力相助下
,

于 年在意大利罗 马国家书局推出了

其三卷本巨著《利玛窦全集 》
,

根据原意大利文本 ,

对于利 氏所著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及其书简
,

做了详细而又全面的考释
。

其 中
·



于卷二第 一 页中
,

对于利
、

艾会晤及 中国开封犹太人
、

一 赐

乐业教或挑筋教
、

艾 田 的身世及利玛窦在此 问题上从事的其他调

查研究
,

都旁征博引地做了考释
。

法国汉学的另一位巨匠考狄 肠 亡 ,

料梦一 在读

到由金尼阁发表的利玛窦大作后
,

于 年在《人类学杂志 》卷五

中发表了《犹太人在中国 》一文
。

作者认为利玛窦派往开封进行

调查研究的耶稣会士搞清楚 了开封
“

礼拜寺
”

犹太教堂 中保存有

《圣经 》中 的《列 王 记 》约 书 亚 。
、

士 师
、

撒 母 耳
、

大卫 如
、

以赛亚 和耶利米 ‘说 等列王记
,

但以西结 配 诸书却完全付之网如
。

自利
、

艾会晤后
,

又有

许多有关开封犹太人的新资料被寄往欧洲
,

特别是 由北京宫廷钦

天监正戴进贤寄往欧洲 的资料
。

它们后来都由著名学者摩尔的克

里斯托夫
一

泰奥菲尔 崩 劲 作为一部重要著

作的内容了
。

法国的布罗蒂埃 。 修道院长于 年发表 了

一部有关中国犹太人的论著《中国犹太人 》
。

法 国汉学家德经

幼 于 年又重点研究了该问题
,

于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

学院论丛 》卷四八中
,

撰文详细考证了中国开封犹太人的几个古老

家族 姓
。

法国的另一位东方学家萨西 于

年在《皇家文库稿本著作提要与摘录 》卷四中
,

发表 了曾经保存在

开封府犹太教堂中的一部五经稿本的提要
,

其中包括《旧约 》
、

《雅

歌 》和各种经文的叙利亚文本
。

由于新教教会特别注重修订《圣经 》
,

故他们非常注意开封所

藏经书
。

年
,

伦敦基督教 和犹太教促进会派 遣调查 团赴 开

封
,

其调查结果于 年 由英国的美洲和东方传教会会士
—

时

任香港维多利亚主教的 四美 阳飞 俪 发表
,

即《开封府的犹

太人
—

开封府犹太教堂调查团报告 》
,

于 年 由上海和伦敦

教会出版社出版
。

继这些调查之后
,

有两名开封犹太人到达上海
,

此后才制作 了开封府犹太教堂 中的经书稿本 的影 印件
,

其 中最重
·



要者是《出埃及记 》的片断
。

其成果刊布于《从开封府犹太教堂中

所获希伯莱文稿本著作影印件 》
,

于 年在上海由伦敦会出版
。

非常奇怪的是
,

欧洲的犹太人 自己对他们在中国的同教教友

却表现得摸不关心
。

考狄还曾于《远东学报 》中发表过伦敦的犹太

商人于 印 年写的一封书简
,

其中要求与河南的
“

一赐乐业教徒
”

卜耳记 姗 建立联系
。

当时赴开封的惟一犹太人则是维也纳 的商

人列伯曼 兑 ,

他于 年赴开封
,

却未带 回多少很

有意义的资料
,

仅于 阶 年 月在《犹太新 闻 》报中发表 了《中国

犹太人札记 》一文
。

此后
,

受归化的犹太人施若瑟 概 恻

希望去考察开封犹太人
,

但未能从中国当局获得 同意与开封犹太

人一起居住的特许
。

考狄认为 中国犹太人是在公元初 的汉 明帝时代
,

当提 多人

夺取耶路撒冷市后
,

自波斯到达中国的
。

许多人在开始时

把中国犹太人与印度宗教 的信徒们相混淆 了
,

事实上是把 “ 天 主

教
”

与
“
天竺教

”
相混淆了

。

后来又有人把他们与
“

回 回
”

穆斯林

相混淆了
,

中国犹太人 自称
“

挑筋教
”

中国史籍中又称之为
“
一赐

乐业教
” 卜晓必 ,

今译
“ 以色列

” 。

开封犹太人拥有 自己 的希伯来

文《圣经 》
,

不过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不会读希伯来文
,

就如同中

国的穆斯林绝大多数都不会读阿拉伯文一样
,

甚至与西方的大多

数天主教徒都不懂拉丁文也一样
。

考狄认为
,

开封犹太人的大分散与太平军于 年的北伐有

关
。

考狄本人曾于上海会见过 自河南逃 出去 的犹太人
,

但这些人

已经完全汉化
,

扎辫子和穿 中式衣衫
。

不过
,

年 曾考察过开

封犹太人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丁匙 良 一 却发现他们

中的大多数逃亡者又返回开封去了
,

其总数约三四百人
,

而且都很

贫穷
。

开封犹太人曾于 年赴京求援
,

却未获得多大的成功
。

有些开封犹太人也获得过不 同级别 的官衔
,

甚至还有人成为佛教

徒
。



考狄认为
,

中国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极其宽容
,

中国是世界上

惟一未曾迫害过犹太人的大国
,

尽管呻
、

国也 曾有过“
圣战

”

一类的

战争
,

有过各宗教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
。

世纪之前基督教各修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调查研究

继利玛窦与开封犹太人艾 田会见的三年之后
,

以耶稣会士为

主的人华传教士才亲临开封
,

对 当地犹太人进行实地调查
。

团

年 月
,

利玛 窦派遣 中 国澳 门人 —辅理修士徐必登

玩
,

一 赴开封
,

以调查
“

开封犹太人和 十字架 的崇拜

者
” ,

特别是在证实犹太社 团存在 的事实
。

利玛窦要求他将 开封

《圣经 》的首尾都抄录下来
,

以与当时通用 的《旧约 》五书相 比较
,

结

果发现它们完全相吻合
。

徐氏第二次赴开封时
,

利玛窦还让他携

带一封致开封礼拜寺拉 比 掌教 的亲笔信
,

声称其北京府中收藏

有全套《旧约 》和一批《新约 》全书
,

可供开封犹太人参照 比较
。

但

开封犹太人那年迈的拉比所关心 的不是这种神学范畴内的差异
,

而是要确保犹太社团的长期延存
。

他担心其亲信中不会再有精通

教法的人来继承其权力
,

故而提议将其拉比职位传给利玛窦
。

直

到该拉比于 印 年逝世时
,

利 玛窦等人始终未给他任何答 复
。

为 年
,

三名开封犹太青年人 其中一人是艾 田的侄子 专程人京

拜访耶稣会士们的北京传教区
。

这些人甚至表现出了要放弃他们

的宗教以接受基督教归化的意图
。

利玛窦甚至认为应该在开封设

立一个犹太人传教区
,

以使犹太人回归基督教之中
。

利玛窦于 年逝世后
,

其继承人龙华民 刃 群
,

一 也坚信能归化开封犹太人
。

龙华民于 年 月

日致信在罗马的耶稣会长阿夸维瓦
,

描述了开封犹太教

堂
,

请他派两名精通希伯来文的神父入华
,

因为开封犹太人拥有希

伯来文经书
,

而 自前任拉比逝世后
,

再无人懂这种文字了
。

开封犹

太人 自从听传教士们讲到救世主 已 降临的消息后
,

便有意追随基



督教并对其圣像进行崇拜活动
。

年
,

龙华 民在 中国修士广东

人钟鸣礼 翻叨 的陪 同下
,

亲赴开封
,

实地调查开封犹太

人
。

他在开始时受到了开封犹太人的欢迎
,

但形势却很快急转直

下
,

正如何大化 刀加苗。 于其《远东亚洲 》 尔抖 年 的报

告中介绍龙华民开封之行时所记述的那样
。

何大化认为龙华民是

第一位进人河南的传教士
,

是第一个见到开封犹太教堂的欧洲人
。

开封犹太人对他表示 了热烈欢迎
,

误认为他们都属 于同一 民族和

信仰同一种宗教
。

实际上
,

龙华 民于九年之前就曾断言
,

开封犹太

人希望信仰基督宗教并崇拜其圣像
。

总而言之
,

龙华民的全部 目

的就是使开封犹太人失去他们与犹太教那本来就很脆弱的联系
,

迫使他们接受基督宗教信仰的归化
。

其最终 目的和结果
,

绝非如

同他鼓吹的那样是
“

帮助 中国犹太人
” ,

而是要彻底灭绝他们的宗

族与宗教
。

最早于开封逗留过的人华耶稣会士们
,

确实都从事过传播福

音的布道事业
。

但后来由耶稣会发表的档案文献对这一切却保持

沉默
。

意大利的人华耶稣会士艾儒略 于 年苍华而

到达澳 门
。

年
,

他曾赴开封调查犹太人
。

他主要是想调查犹

太教堂中的《圣经 》诸书
,

却未能如愿以偿
。

有关他对开封犹太人

的调查 以及他与开封犹太社团保持联系的情况
,

却未 留下任何文

字资料
。

有关他赴开封调查的惟一的二手资料是由曾德昭 留给我

们的
,

刊登于曾德昭 麟 年在马德里 以葡萄牙文 出版的 中华大

帝国史 》一书 该书于 年被首次译成法文本 出版
,

匹巡超 年 出版

最新译注本 的第 章中
。

曾氏于其中介绍说艾儒略在开封府只

能考察犹太教堂 开封犹太人称之为
“

礼拜寺
” ,

而被拒绝浏览开

封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经书
,

开封犹太人对其社团的前途忧心忡忡
,

担心 自己会变成
“

摩尔人
” 回教徒

,

怀疑他们那不食猪肉和举行

割礼等诸多习俗是否能维持下去
。

曾德昭特别指 出
,

当时开封犹



太人的人数有所增长
。

意大利人华耶稣会士毕方济 毕今梁
,

朋由 于

年到达澳门
,

于 一 年在开封布道
,

年在距开封犹太

教堂不远的地方建立 了中国开封第一座耶稣会住院
。

三年之后
,

葡萄牙人华耶稣会士费乐德 改州即 即 获对 证实了这种情

况
。

他于 年在开封调查犹太人时
,

恰逢黄河洪水大泛滥而死

于水灾中
。

这场洪荒淹没 了开封的部分地带
,

但无论是毕方济
,

还

是费乐德
,

他们留传下来的有关开封犹太人的资料
,

并不 比其前人

更丰 富多 少
。

奥地 利 人 华 耶稣 会 士 恩 理格 而
,

一 于 或 年访 问 了开封 以及那里 的犹太教堂
,

以从事实地考察 他于 年再度返 回开封
,

以筹建一座新 的住

院
,

因为由毕方济建立的原住院已被 研 年的洪水冲坍
。

尽管资料证据严重不 足
,

但从意大利人华耶稣会士骆保禄

甲如 沁
,

, ‘ 以 年 月 日的一封书简来看
,

最早前往开封的耶稣会士们
,

后来始终仍与开封犹太人保持着联

系
。

不过
,

这种沉默却说明了耶稣会士们布道事业的失败
。

因为

即使耶稣会士们在归化开封犹太人时取得一点微薄成就
,

他们也

必然会向其长上们邀功请赏
,

先有耶稣会士
,

后有新教传教士
,

他

们近三个世纪的努力之结果
,

却使开封犹太人变成了
“

蓝帽回回
” 。

开封犹太人与中国礼仪之争

世纪 中叶之后 以 年为标记
,

于欧洲和在华的欧洲传

教士之间
,

爆发了一场持续 了两个世纪
、

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极其

深远的
“
中国礼仪之争

”

事件
。

这场论战的结果之一
,

便是 出现了

大量论战性的著作
,

对峙的双方各 自陈述 自己 的立场
。

事与愿违
,

这反而导致在欧洲于 世纪爆发 了一场 以真实和误解为基础 的
“

中国热
”
风潮

。

由于开封犹太人的汉化程度很高
,

所 以人华耶稣会士们便利



用中国犹太人的例证而支持他们那些适应 中国礼仪习俗的策略
。

如果中国犹太人确实是于周代或汉代进人中国
,

并且一直在接受

高度汉化的同时
,

又维护 了其独神论
,

那么整个基督教便都可 以仿

效之
。

所 以
,

耶稣会罗马总会的长上们于 年提出要求
,

命令

人华耶稣会士们向忠于 自己宗教信仰的开封犹太人调查那些有争

议的礼仪
,

以便获得反击其抨击者们 以方济各会
、

遣使会
、

多明我

会和外方传教会为主 的论据
。

这项任务交给了意大利人华耶稣

会士骆保禄
。

他于是便着手搜集有关开封犹太人的第一手资料
。

骆保禄于 以 年 月 日寄往罗马的一封书简提供了耶稣会总

会所期待的资料
。

这封书简的结论中指出 开封犹太人
“
崇拜天地

的造物主
,

他们称之为
‘

天
’ 、 ‘

上帝
’

或
‘

上天
’

等
”

其文人如同异教

徒一样地
“
于祠庙 中崇拜孔子

” 。

他们也于
“
祠堂 中祭祀先祖

” ,

惟

有不使用灵牌位
,

他们称其教法为一赐乐业 芭 教 他们供奉

犹太人的族长阿无罗汉 住山田 ,

亚伯拉罕或易 卜拉欣
,

此后依

次是以思哈戒
,

以撒
、

雅阿质勿
,

雅各 及其
“

十二宗派

子
” ,

再其次是包摄或默舍 鹉
,

摩西
、

阿呵联 、,

亚伦
、

月

东窝 抽
,

约书亚
、

蔼子刺 比
,

以斯拉 等 他们 的《圣经 》诸

书包 括《创世记 》及陀 , 、

《出埃及记 》亿兔如阴 认
、

《利 未论 》
、

《民数记 》 交故 妙 和《申命记 》执沼凌
,

他们称

这一套经文为《大经 》刀切兀访
,

也就是《摩西五书 》
。

耶稣会士们认为
,

这一切都表明开封犹太人并非偶像崇拜者
,

从而证明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们的指责缺乏基础
,

但是
,

在骆

保禄的书简尚未寄到罗马之前
,

教廷圣职部就已经以禁止采取任

何让步为条件而对这场争论作出了仲裁
。

继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事件爆发之后
,

于 世纪初叶又爆发

了另一场争论
,

即塔木德派信徒们是否伪造 了希伯来文《圣经 》
,

这

件事发生在 世纪前十年
,

中国开封犹太人在 自己不知情的背景

下
,

又被拖人 了另一场 国际性大争论
。

因为基督 教教徒们怀疑
,

· ·



《塔木德 》的学者们从希伯来文《圣经 》中删除了有关基督降临及其

使命 的段 落
。

其实 这 也并 非是什 么 新鲜事
,

圣
·

查 士 丁 吐

,

大约为公元 以卜一 早就对拉 比们的著作提 出过疑问
,

而

且穆斯林们也曾指控犹太人系统地和有意地从其经文中删除了穆

罕默德的名字
。

这场争论由于 世纪的反宗教改革运动而死灰

复燃
,

反对派焚烧 了犹太人的经书和希伯来文的世俗著作
。

年
,

红衣主教吉列莫
·

希尔雷多 嘛 命令意大利 的塔

木德学者拉札鲁斯
·

德
·

韦泰尔博 幽川 起草为希伯

来文《圣经 》辩护的文件
。

但中国犹太人是否可能会拥有于基督降生之前数世纪在犹太

国流通的经文呢 是否可通过他们而证明现行犹太教《圣经 》均遭

到 了篡改呢 利玛窦的使者徐必登辅理修士
,

于 印 年获得了开

封犹太五经诸书的开头和结束部分的抄件
,

神父们将之与当时通

行的普兰丹 叨 版本的《圣经 》进行了 比较
,

从中未发现任何

歧异
。

但曾德昭于 科 年又提出
,

希望能研究开封犹太人《圣经 》

的全部稿本
。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他 年致韦尔朱思

呵 神父的一封书简中
,

再次重复了这项建议
。

年
,

在巴黎的中国传教区司库郭弼恩 玩 出 神父
,

于

《耶稣会士书简集 》卷七 的序言中
,

清楚地阐明 了基督教神学家们

对于中国开封犹太人的立场以及对他们寄托的希望
。

因为 自基督

教诞生 以来
,

基督徒便与犹太教徒对立
,

后者对《圣经 》有过篡改
,

开封犹太人的经文可 以帮助恢复《圣经 》之纯洁性
。

骆保禄神父

以 年 月 日的书简
,

对于开封犹太人《圣经 》之
“

纯洁性
”表示

怀疑
,

认为过去的拉 比们在《圣经 》的真实故事中增加了许多令人

啼笑皆非的谎言
,

甚至在《摩西五经 》中的情况也如此
。

惟有熟悉

《圣经 》和希伯来文的人
,

才可 以把它们 区别开来
。

具有这种双重

能力 的人 是 法 国 人 华 耶 稣 会 士 孟 正 气 咖 罗
,

仅拓一
,

此人既懂希伯来文
,

又熟悉犹太教
。

他 于 一 年间
一



首次访问 了开封犹太 教 堂
,

于 年 又 在该城居住 近八个月
,

年再次逗留两个月
。

世纪之前
,

西方有关开封犹太人的资

料
,

几乎均出 自孟正气
,

他曾从那里寄出了有关开封犹太人的十一

封书筒和某些图案
。

他于 年首次试图获得开封犹太人 的一

册《圣经 》
,

但他很快就脏白这很困难
。

因为开封犹太人的 圣经 》

都收藏在礼拜寺中
,

不允许私人 占有
。

其中最大 的一册是于前朝

水灾期间从洪水中抢救出来的
,

其余的十二种均为抄件
。

孟正气

于 年又做出过多次尝试
,

依然未果
。

他于是又提议用 自己 的

阿姆斯特丹本《圣经 》与开封犹太人交换
,

仍然未获成功
。

但开封

犹太人却破例允许他研究其经书并大加抄录
。

孟正气最后得出的

结论是 ①开封犹太人的《圣经 》文本与阿姆斯特丹本相吻合 ②它

们的标点断句有别 ③开封犹太人声称他们的《圣经 》已有 仪幻 年

的古老历史了 ④开封犹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可能早 于耶路撒冷

城被毁的时间
。

这样一来
,

基督徒们寄托在开封《圣经 》稿本 问题

上的希望便彻底破灭 了
。

到 世纪中叶
,

一批非耶稣会士的传教士们最终获得了开封

犹太人的经卷
。

两名新教徒于 年购得了其中的六卷
,

美 国新

教徒 丁题 良于 年 购 到 两卷
,

江南天 主 教传教 区 的安 西满

佣 主教于 年采购到一卷
,

奥地利外交家谢雷兹 , 。

璐 于 年购得一卷
。

这些人虽然声称是
“
购

” ,

实际都是

掠夺和抢劫文物
,

是名副其实的
“

开封劫经
” ,

从而使开封犹太人再

没有任何经文了
。

这些经文被劫往西方之后
,

被汉学家和神学家

们做了认真而 又严肃 的研究
。

他们均无法否认孟 正气神父 的结

论 开封犹太人的《圣经 》与阿姆斯特丹版《圣经 》完全相吻合
。

一 里刃 年间西方与开封犹太人之间联系的中断

一 年
,

孟正气和宋君荣
,

争一

可能并不知道
,

他们是 世纪最后与开封犹太人直接交往 的西方



人
。

由于敌视基督徒的雍正皇帝于 年 月颁布禁教令
,

禁止

基督宗教于其帝国中传行
。

教堂被没收
,

新的基督教徒遭追捕
,

传

教士们被驱逐到了澳门和广州
,

惟有北京宫廷中那些具有科技才

能的人才幸免于难
,

继续留在宫中为皇家效劳
。

中华帝国向外国

人封闭
,

直到 一 印 年的《天津条约 》才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

开门户
。

直到 年
,

开封犹太人始终与外部世界隔绝
。

年
,

两

名中国籍的新教徒再次到达开封
,

他们发现开封犹太社团 已经彻

底衰败
。

在这段漫长 的时期 内
,

西方汉学界和其他人都在不停地研究

由传教士们寄归 的中国开封犹太人文献
。

从伏尔泰到韦思利

晚
,

文学家
、

哲学家或神学家们都曾研究过耶稣会士神父

们遗留下 的开封犹太人档案
。

耶稣会士们未曾揭示 由中国开封犹

太人社团的存在而造成 的未解之谜
,

尤其是有关其历史
、

宗教信

仰
、

礼仪和经文诸问题
。

在西方人无法亲赴开封旅行时
,

只好向开

封犹太人写信求援
。

年
,

伦敦犹太社 区 的大拉 比贝利 萨里 奥 斑沈 山贸

面。 以其城犹太人社 团的名义
,

写 了一封希伯来文书简
,

交

由东印度公司 的经 纪人负责转交开封犹太人
。

莫斯
·

埃德里希

刁 声称曾收到了开封犹太人用 中文和希伯来文写的信

件
,

其原件可能保存在印度议会
,

而任何人都未 曾再发现过其踪

迹
。

第二次通讯 的尝试是 由牛津大学 的卞雅 阂
·

肯尼科特 氏
一

倡导 的
。

当时有些希伯来文专家正在对大量希伯

来文稿本《圣经 》进行 比较
,

以编写一部清除了所有篡改和抄误处

的《圣经 》
。

他们很希望能得到中国犹太人的《圣经 》诸书稿本
。

肯

尼科特于 年为此 目的而致书开封犹太人
,

但 了无消息
。

一 年间
,

丹麦希伯来文学者蒂希森 七 记 肠



又经 巴达维亚而致书开封犹太人
,

亦未果
。

年
,

纽约 的

两名犹太人所罗 门
·

西姆森 黝面姗 和亚历山大
·

希尔施

翔 曾给开封犹太人社 团的元老们写过一封希伯来

文的信件
,

基本上重复了贝利萨里奥的那些问题
,

交给了一名赴华

的船长豪厄尔 匕钾 ,

但档案 中记载说
“

豪厄尔船长未找 到他

们
。 ”

年
,

伦敦的犹太人又写 了一封希伯来文信件并交给了居

住在广州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币
,

一
,

此人

又转交给一位经由开封的中国商人
。

但由于有流言说即将爆发战

争
,

这名 中国商人在将信件交给开封犹太人社团的一名成员之后
,

未等到回音便匆忙逃走 了
。

英国外交官
、

希伯来文学者
、

伦敦基督教和犹太教促进会 创

建于 的 年 的积极分子詹姆斯
·

芬恩
,

于 年在

伦敦出版了一部有关中国开封犹太人 的论著《中国犹太人 的孤儿

社团 》
,

此书又于 年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
。

芬恩于 科 年

月 日向中国开封犹太人寄去 了几份希伯来文的调查提纲
,

寄给

了英国驻宁波领事列敦 翻叩 恤殉
,

此人过去 曾许诺随时

准备帮助芬恩
。

经过数年沉默之后
,

芬恩于 年 月收到 了列

敦的两封信
,

列敦当时刚刚就任英国驻厦门领事
。

他声称一直没

有合适的机会将信件转交开封
,

而且他还会见过原籍为开封 的中

国穆斯林铁定安
。

此人提供 了有关开封犹太 人 的

某些细节
。

他认为开封犹太人 当时只有八姓
,

共千余 口
。

其 中高

姓和石姓保持得很完整
,

石姓人修复 了犹太教堂
。

金 氏家族曾获

得过一个很高的武职
。

其中有六姓与汉人通婚
,

两姓只与穆斯林

通婚
。

犹太人可以嫁女给穆斯林
,

而穆斯林却不肯嫁女于犹太人
。

开封犹太人汉化程度很高
,

都不知道 自何时何地进人中国
,

已不再

遵守犹太人礼仪
,

也不会阅读希伯来文经书
。

事实证明
,

他的这份

报告与事实相符
。

列敦终于将芬恩信件的抄件交给 了 中国商人
。



列敦于厦门逝世后
,

其遗蠕于 年返 回伦敦时
,

时任英国驻耶

路撒冷领事的芬恩
,

又经过多年周折才终于收到了来 自开封的一

封信
。

那名开封犹太人 的署 名 为 玩犯 一

赵 念祖
,

写 于

年 月 加 日
,

芬恩于 年 月才收到
。

赵氏信件所列举

的开封犹太人的节 日是 二月十四 日是干麦节 发面饼节
,

八月二

十四 日是讲经节
,

八月一 日是大主教节
,

九月二 日是小主教节
,

六

月一 日是出剑节
。

其宗教的圣人是阿丹
,

亚 当
、

女蜗 虎
,

诺亚
、

阿无罗汉 浇 ,

亚伯拉罕
、

以思哈威 ‘
、

雅阿质勿
,

雅各
、

十二宗派子 位祖师
,

先知
、

默舍
,

摩西
、

阿呵联 面 ,

亚伦
、

月来窝
,

约书亚 和蔼子刺 击
,

以斯

拉
。

他们的《圣经 》共包括 节
,

共有 名《圣经 》学者
。

这批经

书长达 尺
,

主要有先知传
、

历史书
、

诗篇
、

篇言
、

雅歌和传道书
。

赵念祖于 年 月 日向芬思发出呼吁
,

声称有人想 出

卖开封犹太教堂
,

希望西方给予帮助以便制止此举
。

段朴一 肪 年间恢复联系

斜 年
,

《南京条约 》签订
,

从而结束了鸦片战争并迫使 中国

的某些港 口 向西方开放
,

也使开封犹太人恢复了与西方汉学界
、

宗

教界的联系
。

别 年
,

伦敦基督教和犹太教促进会成员
、

慷慨的

施主库克 助 仪永 捐出 酬 英镑 其价值为 当时一个英国工人

年工资的 倍
,

以归化中国开封犹太人
。

年就职的香港第

一位英 国圣公会 安立甘教会 主教 四美
,

则全权负责将这笔钱转

交给开封犹太人
。

年 月
,

当他访问上海时
,

遇到 了英 国伦

敦会的麦都思
,

以场明
。

后者派遣两名受归化的中国人邱

天生和蒋荣基赴开封
,

实地调查犹太人的状况
。

他们于 年

月 日启程
,

要在开封滞留五六 日 月 日一 日
。

他们于

其旅行期间
,

做了大量笔记
,

邱用英文记
,

蒋用 中文记
。

这些笔记

于 年在上海 出版 《英国伦敦基督教和犹太教促进会对开封
·



犹太人的调查报告 》
,

由四美 主教作序
。

其调 查 内容基 本是 消极

的
,

认为开封犹太人社团已 经严重衰败
。

他们还被允许取走 了开

封犹太教堂内部的希伯来文和汉文碑文抄件
。

他们最后是被开封

的一名赵氏犹太人驱逐走的
。

由于清政府对西方人的意图产生了

怀疑
,

这两个中国使者还差一点被投人监牢和受审
。

当这两个中国人离开开封时
,

随身行李中带走 卷经文
,

系开

封犹太人赵金城和赵文魁卖给他们的
。

年 月 日
,

他们返

回上海
。

传教士们为了获得更多 的有关开封犹太人的资料
,

再次

派遣这两个中国使者赴 开封
。

他们 于 年 月 日返 回上

海
,

带 回了 种 卷开封犹太教堂 的经 书
,

五十多种抄本和开封

犹太社团的两名成员赵金城和赵文魁
。

传教士们的 目的是为了与

这两位成员谈判
,

以全面探索开封犹太教堂中的资料
。

西方人于 翻拓一 州场 年呼吁帮助开封犹太人

继两名中国使者赴开封调查 巧 年之后
,

即 年
,

才有一名

美 国新教传教士丁题 良赴开封
。

这是他在 中国国内旅行期 间
,

把

开封作为一站而停留的
。

他于 年 月 日离开北京
,

于当月

日到达开封
。

这时他才发现开封犹太教堂已经彻底被毁
,

犹太

社团 已经 四散
。

丁题 良亲 自察看了开封犹太教堂的遗址
。

此时开

封犹太人只有三 四百人了
,

他们始终害怕被伊斯兰教 同化
。

丁题

良开始称开封犹太人为
“

孤儿
” 。

西方学者发出了帮助开封犹太人

的呼吁
。

法国人亨利
·

希尔施 于 年表示愿意赴华
,

以其犹太教知

识而
“

拯救
”
开封犹太人

。

但 由于鸦片战争后
,

中国与西方关系和

国内形势都很紧张
,

再加上他个人的身体状况欠佳
,

所以被迫放弃

了这项计划
。

年
,

在当时任犹 太教期刊《西方 》主编 的以撒
·

莱塞 玩 拉 比的推动下
,

在美 国建立 了一个援助开封犹

太人的协会并募集了一笔资金
。

但 由于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和美



国南北战争 一 年 这两场 内战
,

使这项 已获很大进展 的

计划最终流产
。

麟 年
,

在伦敦又制定 了一项援助开封犹太人的

计划
。

曾在中国居住过的卞雅阂 自告奋勇地再次赴华
,

可是他又

在出发前去世了
。

依然是在 翻 年
,

自 世纪 年代起便致力

于复兴中国开封犹太教的英国大拉 比阿德勒 九匹
,

又通过

一家犹太银行上海支行的经理
,

获许在上海接待开封犹太青年
,

以

使他们接受犹太教教育
。

但这些开封犹太青年思恋家乡
,

在学业

未竟之时均偷偷返乡
。

总之
,

由于各种原因
,

西方制定 的援助开封

犹太人的计划
,

均先后一一落空
。

年 月
,

继 丁题 良视察开封犹太人一 年之后
,

又有三 名

开封犹太青年携带三卷古经赴京
,

将经文交给了英国传教士 和汉

学家艾 约瑟 俪印 业
,

一 卯
,

希望他能找到买 主
。

丁

题 良购 置 两 卷
,

其 中一 卷 又 转 让 给 了 其 朋 友 卫 三 畏
,

第三卷于 年被奥地利外交官谢雷兹购得
。

这三名

开封犹太青年在京居住期间
,

曾会见过美国圣公会教主教施若瑟

琦 。 施若瑟是 已受 新教归化 的犹太人和人华传教

士
。

开封犹太青年表示愿意向他学习希伯来文和犹太教知识
,

但

由于他们抽大烟
,

所以他不想接受他们
。

施若瑟与北京各修会的

传教士们共同协商
,

决定前往开封再创建一个新的传教 区
。

他于

年春启程
,

身穿中国传统的衣衫并依大清制而 剃发
。

他在开

封共逗留 天
,

在当地政府排外和反基督教政策的压力下被迫撤

离
。

他为这次旅行而写 的报告 已佚
,

我们仅从其朋友
—美国公

理会传教士 白汉理 罗 年 月 日的一封书 简中略知

一二
。

他认为当时开封犹太人尚有二三百户
,

他们已放弃 了其宗

教
,

与汉人没有多大区别了
。

这些犹太人与原住 民通婚并 已不再

实施割礼
,

其相貌
、

衣着
、

习俗和宗教基本上都是汉式的
,

已不再会

读希伯来文经卷
。

但由于缺乏施若瑟本人的第一手资料
,

故 而西

方人无法从中得 出开封犹太人实施改宗的过程
。

“



年 月
,

一名西方犹太人到达 了开封
,

此人就是维 也纳

商人 —
为经商而人华的利贝曼 统

,

他利用这一机会会

见了其同教教友并与他们一起度过数 日
。

他就这次旅行写 了一份

报告
,

并寄到了奥地利西里西亚的别利兹
,

年 月 日的《犹

太新闻 》中发表 了一篇英文摘要
。

当时 的开封犹太教堂 已坍塌
。

因为开封犹太人已忘记 了其宗教与诫条
,

古经已大都失散 有时公

开在市场上出售抄件
,

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去修复其礼拜寺

了
。

其寺址庭院中有一块石过梁
,

上面用汉文大字刻有
“

立法住寺

挑筋教
” 。

但开封犹太人始终禁食猪肉
、

血食
、

不洁的四蹄兽与禽

类肉
。

西方学者认为
,

当时开封犹太人面临的最大危险
,

便是很可能

会失去其特殊的身份
,

所 以开封犹太人始终向西方人表示要恢复

其传统
、

学习犹太教知识和希伯来文
。

西方学者还鼓动他们 向中

国政府提出申请
,

延请外国教师
。

但在那样的国内外形势下
,

双方

的这些意愿均未能兑现
。

继利贝曼之后
,

又经过二十年
,

才有一名西方人重新试图考察

开封犹太人
。

年 月
,

一位匿名的犹太人 曾向伦敦《犹太新

闻 》投寄稿件
,

全文刊登于 年 月 日
。

文 中叙述 了此人未

被允许进人开封城
,

因为外 国人只有获得皇帝钦准才能进人 中国

内地
。

但其旅伴 —
一名中国满族人

,

却参观了 “

挑筋教街
”

的遗

址
,

开封犹太教堂原址上却被建了一座公共厕所
。

寺中心 的明弘

治碑 建于 一巧 年 介绍 了开封犹太人的历史
。

年
,

米尔斯 朋 主教在开封居住两 天
。

其考察

报告发表在 年的《百万 中国 》第 期 中 《河南省
—

多事的

旅行 》
。

他认为当时开封犹太人有 个家庭
,

分属于七姓
。

他们

与汉人 已没有多大区别了
。

在他们原有的 卷经文中
,

惟有一卷

尚属于开封犹太人
。

犹太人甚至 已变成了偶像崇拜者
,

与汉
、

回各

民族不加分别地通婚
。

·



三年之后
,

苏格兰全国圣经会的代表阿诺 对开

封犹太人做了一次短暂考察
。

他发现开封犹太人仍然居住在故寺

周围
。

当地犹太人告诉他
,

此时开封犹太人只有六姓和五百余人
。

但开封穆斯林却认为犹太人的人数不及此说的半数
。

年
,

河南宗座代牧安西满 与其他耶稣会士们联

手
,

购得一卷开封犹太人的经书
,

这可能是他们所拥有的最后一卷

了
。

此外
,

安西满还购得某些抄本
,

他连 同康熙碑 年 的拓

片一并寄往上海
,

以供当地的西方汉学家和宗教学家们研究
。

驯 年后
,

新教传教 士鲍威尔 在开 封居住数

年
。

他认为当时开封犹太人有 口
,

共分为八姓和 四 十多个家

庭
。

他们都很贫穷并处于社会最低层
。

有的犹太人成 了佛教徒
,

但犹太人并不实施异教徒们的偶像崇拜礼仪
。

哪 年
,

法国外交官贝特洛 几山功姆 氏 ”五 会见 了开封犹

太人六姓的族长 张氏似乎已搬离此城
,

赵氏是茶叶商
,

艾 氏是卖

鞋的
,

高氏为泥瓦匠
,

李氏是兵勇
,

金氏是赤贫 无法确定其职业
、

石 氏 该家庭人数最多
,

共 人 是丝绸商
。

虽然他们都 自称是犹

太人
,

但都不懂希伯来文
,

逐渐转向了伊斯兰教或佛教
。

贝特洛的

这次考察成果已发表在 年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 》中了
,

文

章标题是《一个赴中国的外交使团之科学考察结果 》
。

以拓 年
,

英国作家班布里奇 罗 发表 了他考察

开封时拍摄的 一组照片 《中国犹太人 》
,

载 侧 年 月 的《全 国

地理学报 》卷一八 以及一卷经文的封套 今天收藏在洛杉矶
。

开

封犹太人利用他这次考察的机会
,

请求他设法让其西方同教教友

们来帮助 自己
,

重建礼拜寺并把他们从贫困中解脱出来
。

西方于 世纪复兴开封犹太人社团的尝试均遭失败

出 自西方考察研究者们的书简与文章
,

均对开封犹太人的处

境发出了紧急呼吁
。

西方犹太社团也了解到了他们在中国的教友
·



之处境
。

以 年
,

西方又制定 了一项所谓援助开封犹太人的新计划
。

这是由于英 国浸 礼会会士 和汉学 家李 提摩太
,

云 凡 田 ,

一 向在上海的耶稣会士所罗 门通报说
,

安西满主教刚刚

又获得一卷开封犹太人的《圣经 》
。

所罗 门与 料 名其他 的上海犹

太人联名
,

于 侧 年 月 日写了一封希伯来文信件
,

此信既被

译成中文又被译作英文 英文本发表于《古老 中国的犹太人 》一书

中
。

信中对于开封犹太人出售经书
,

与异教徒通婚
、

摒弃 自己古

老习俗的行为提出了千般指责
。

此信的原件经新教传教士寄往开

封
,

但却于中途被义和团截获
。

不过
,

此信的一种抄件经当地人的

传递
,

终于 喇 年 月辗转到达开封
。

在此期间
,

名上 海犹太

人于 以〕年 月 日建立了中国犹太人复兴会
,

其宗 旨是研究 中

国犹太人的起源
、

发展和历史
,

保护其文物和古迹
,

使所有中国犹

太人都回归犹太教
。

驯 》年 月 日
,

由一位名 叫李清生 的人从开封寄出了一

份答复信
。

此人是一个 多岁的面粉商
。

经过一系列 的信件交

换之后
,

他在其儿子的陪同下
,

于 卯 年 月 日到达上海
,

介绍

了开封犹太人的现状
。

他在上海居住三个星期后返 回开封
,

携带

中国犹太人复兴会的第二封信
。

李 氏于 年 月 日
,

在其

儿子和其他六名开封犹太人的陪同下
,

再次到达上海
,

会见了佩勒

曼 、
,

此人将他们的交谈 内容发表于伦敦 刃 年 出版的

《中国犹太人 》一书中
。

其中的一名 巧 岁 的开封犹太青年利用这

次机会在上海接受割礼
,

并获教名
“

一赐乐业
”

毗
,

以色列
。

上海中国犹太人复兴会拟议重建开封犹太教堂
,

向上海犹太

人移民社团发出呼吁
,

但 由于后者正忙于援助流亡到 中国的俄罗

斯犹太人
,

故没有精力和财力顾及开封犹太人了
。

这些开封犹太

青年共在上海居 留三月有余
,

感到非常灰心和失望
,

只好离去
。

李

清生偕其子仍滞留于上海
。

李清生于 年死于上海 其子在
·



岁时被一个犹太家庭收养
,

他对犹太教不感兴趣
,

最后仍返回开封

并于 年死于那里
。

开封犹太人社团的复兴计划
,

最终都逐一破灭
。

上海中国犹

太人复兴会于 驯 年提出的许诺
,

没有一项得到遵守
,

在 以抖 年

月的一次会议中
,

它最终放弃了四年前制定 的计划
。

但我们也

不应该由此而对上海中国犹太人复兴会的意图产生疑问
。

继该会

解散四年之后
,

加拿大 中华圣公会教士怀履光 研飞 又

积极活动
,

试图复兴开封犹太人社 团
。

他作为安立甘会主教而成

为河南的加拿大传教区会长
,

于 年到达开封
。

他对开封犹太

人颇感兴趣并与他们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
。

但怀履光的最终 目的并

不是援助开封犹太人维持其固有传统
,

而是想从整体上归化他们
,

从而形成一个有二百多人组成的犹太人传教区
。

所 以
,

尽管他在

开封一住就是 年
,

却最终未能复兴开封犹太人社团
。

他甚至于

年在开封犹太人的保证下
,

将明弘治碑 乡一 年 和清

康熙碑 年 迁人其传教区院内
,

以避免它们继续受 自然和人

为的损坏
。

他的做法与同样也想保护这些石碑的中国地方当局发

生 了冲突
。

年
,

双方达成妥协
,

要求怀履光保证不将石碑运

往省外
。

年
,

在从名义上讲仍是主人 的开 封犹太人 的建议

下
,

他买下 了原开封犹太教堂的所在地
,

经清理后建立 了一座 医

院
,

由传教区管理
。

为了使开封犹太人与西方建立直接联系
,

他在

安立甘传教区 内多次组织 了双方的会晤
。

怀履光成 了最后一个企

图复兴开封犹太社团的西方著名汉学家和宗教学家
。

与怀履光同时
,

也曾有其他西方人赴开封调查研究犹太人
。

如 年的英 国公理会教士 丁家立
、

年

的美国旅行家佛兰克 溯
、

年的上海犹太人索菲

尔 阮 和霍尔恩
。

他们 留下 的资料
,

都具有

历史价值
。

年
,

继索菲尔返 回上海之后
,

刚从沉睡 中醒来 的上海 中
一



国犹太人复兴会又派遣一名中国犹太青年赴开封
。

这就是文先生

此叮
。

开封犹太人向他表示
,

希望开办一所讲授犹太教基

本知识的学堂
。

文氏就此而制定 了计划
,

最终还是失败了
。

美国犹太人布朗 妞朽 于 年访问了开封
,

其调

查研究的成果于 年发表在《美 国的希伯来和犹太族 》中了
。

布朗了解到了开封人的处境后
,

答应 回国向美国人民介绍
,

然后再

回开封以具体筹办
。

但又是一去无消息
。

后来有不少西方汉学

家
、

旅行家
、

神学家和外交官也曾访问过开封
。

法国人华耶稣会士管宜穆 白 于 年人华
,

曾在

江南传教区工作
。

他 曾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劝学篇 》译作法文出

版
。

他的主要著作是 年出版的《中国与夷教 》一书
,

其 中也部

分地涉及到了犹太教在中国的传播
。

年
,

他在徐家汇传教 区

书局出版了他有关中国开封犹太人 的力作《开封犹太人 的碑刻题

额 》
,

作为《汉学论丛 》第 卷而出版
。

此书是他多年潜心搜集
、

实

地调查和认真研究开封犹太人碑刻题额的成果
。

由于天灾人祸
,

后人再无法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献了
。

他的录文成了宝贵的历史文

献
。

全书共分为 章
,

分别论述了开封犹太教堂中的碑刻
、

匾额
、

对联
、

先人有关碑文的著作
、

明弘治碑 《重建清真寺记 》
,

年

译注
、

明正德碑 《尊崇道经寺记 》
,

年 译注
、

清康熙碑 重建

清真寺记 》
,

年 译注
、

开封犹太人的入华时间
、

开封犹太教堂

收藏的古经及其现状
、

犹太教堂中保存的其他经书
、

对于题额的概

述等
。

此书是研究开封犹太人的必不可缺的参考资料集
。

, 当代西方汉学界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开封犹太人的研

究仍在继续深人
,

不乏有优秀成果问世
。

本文介绍其中的三种
,

其

余不再赘言
。

法国原入华耶稣会士荣振华 俪 卿 于 年离法



往华
,

此后立即在当时上海的天主教震旦大学讲授历史和法文课
,

从 年起任《震旦大学学报 》学术干事
,

一直在华居住 巧 年
。

他于 年返法后
,

始终在巴黎北部的尚蒂伊主持耶稣会档案馆

的工作
,

从 年起共丰持召开 届 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
,

其

代表作《 一 年在华耶稣会士传记与书 目提要补编 》是对费

赖之 肠
,

一 老书的补充 以上两书均有 中华书

局版的中译本
。

他在研究早期人华耶稣会士时
,

特别注重这些人

对于 一 世纪开封犹太人的调查研究
,

辑录 了大批资料
。

年
,

他与英 国籍的澳 大利亚 国立高等教育学 院的李渡南

朋 教授合作出版了 通过 世纪入华耶稣会士 的未刊

书简看中国的犹太人 》此书有笔者于 年在 中州古籍 出版社

出版的中译本
。

书中共发表了意大利人华耶稣会士骆保禄有关

开封犹太人的 封书简 卜一 年
,

法 国人华耶稣会士孟正

气有关该社团的 封书简 一 年
,

法国人华耶稣会士宋

君荣 川苗 歇 有关的 封书简 年
。

书中还发

表了利玛窦于其 中国札记 》 一 矶 年 中有关他与开封犹太

举子艾田会晤的详细记载
,

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
—中国副省会

长和巡按使何大化 翻 年 向罗 马教廷所作 的有关中国开封犹太

人的报告
。

此外
,

书中还详细列举了 一 世纪赴开封调查犹太

人的人华耶稣会士
、

开封犹太人简史 特别是其人华史
、

迁居史
、

宗

教史
、

经文史等
,

它是研究开封犹太人的一部基本著作
。

上文提到的李渡南教授
,

长期从事有关中国犹太人特别是开

封犹太人的研究
。

他于 年作为《通报 》第 卷专刊号
,

在荷

兰莱敦布里尔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有关开封犹太人的重要著作 《中

国犹太人的遗存
,

开封犹太人社团 》
。

该书从历史学
、

社会学
、

碑铭

与稿本
、

调查报告和 口碑传说等方面着手
,

全面地论述了开封犹太

人历史
。

法国学者纳迪娜
·

庇隆 戒 网 于 年在 巴黎出版
·



了《中国的犹太人
,

开封和上海犹太人社团的神奇历史 》一 书
。

此

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

第一部分论述了开封犹太人
,

第二部分则是

论述二战时期上海犹太人流亡社团的
。

在有关开封犹太人的问题

上
,

书中介绍 了西方学者对该犹太人社团研究的历史
、

中国最早的

犹太人和开封犹太人
。

作者特别介绍了中国开封犹太人的民族和

地理起源
、

到达开封的时间
、

人数与姓氏集团
、

犹太教堂
、

希伯来文

古经
、

节 日
、

仪轨与禁忌
、

社团内的教俗职务
、

语言和相貌
、

被同化

的过程与原因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