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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近代历史文献为基础，分析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对开封犹太人身份的理解。由于缺乏宗

教知识特别是犹太教知识，许多近代知识分子将开封一赐乐业教徒误认为天主教徒或景教徒。随着西方宗教

的传入和一些知识分子游历海外，19世纪末期中国知识界开始把开封一赐乐业教徒和西方犹太人联系起来，

并认为古代开封犹太人已经完全失去其民族特性，同化于主流社会。

关键词开封犹太人身份认定 宗教文化

中国的犹太人是犹太民族散居历史长河中一朵独特

的浪花，备受知识界关注。开封古代犹太人以其独特的

历史境遇和结局成为中国犹太人的代名词。‘自从1605年

传教士利玛窦发现开封犹太人的消息传出以后，开封古

代犹太人问题遂成为研究中国犹太人问题的肇始。中国

知识界对古代开封犹太人问题的关注要比西方晚得多，

直到近代才有人注意这个问题。笔者在翻检知识界对古

代开封犹太人问题论述的文献中发现，我国近代知识界

对古代开封犹太人身份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由误解到解蔽

的曲折过程。本文试以近代文献为基础，结合相关的知

识疏理出近代知识界对古代开封犹太人身份的认识和理

解，并对其加以初步分析，从而揭示古代开封犹太人身份

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的复杂性及其价值。

近代中国知识界对古代开封犹太人身份的误读

1．古代开封犹太人是景教徒

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伦理一神教，对基督教的

·本文受“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创新基地课题”项目资助。

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基督教刚开始是犹太教的

一个教派，这两个宗教都奉《旧约》为经典，二者有许多相

似之处。对于缺乏宗教知识的中国人来说很容易将这两

个不同宗教等同起来，所以一些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误认

为古代开封犹太人就是天主教徒或者景教徒，其中比较

典型的是一个自称“天下第一伤心人”的人。由于长期受

教案之苦，弄不清楚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区别，他把明正德

碑①文与西安景教碑文混在一起，认为“历考天主邪教诸

书，谓其教自汉以来已人中国。”②如果把这句话和开封

犹太碑文相比照，前者显然出自开封犹太人正德碑“厥后

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③这句话。接着，天下第一伤心人

还把开封犹太教当作天主教加以攻击，“犹太国乌合利之

党，于宋隆兴元年贡五色棉、五色布，借此勾结匪徒，插足

中国。佯以劝善为名，袭后稷诞生事。谓伊教祖耶稣为

其国童女玛利亚所生，教人崇奉天主为事。且能赎罪致

福，有求必应，以此惑人。始得私建清真妖神等寺于河南

开封府，名其教日天竺。因乌合利初从北天竺来后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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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筋。妖书云：耶和华击伤雅各髀后，食肉必挑去髀筋，

因以明教。旋即败露，寺亦毁。元至元十六年，夷匪徒五

思达等复贡西洋布、西洋镜等物混人中国，重建清真寺于

开封府。明永乐十九年，匪徒俺诚以医术人中国。寄尼

其寺，得以妖言惑定王，传令敕香，其寺重建。二十二年

复贿当道奏闻有功赐姓为赵，授锦衣都部指挥。正统十

年，匪徒李荣等重建前殿。天顺三年，匪徒高鉴、赵映乘、

赵瑛、石斌、张埴等伙造妖书三部，置清真寺。五年，河水

淹没，匪徒艾敬、李荣等复出资重修。成化元年，匪徒高

鉴等增修后殿，仍安置妖书。弘治二年，匪徒赵瑛、金钟、

赵俊、俺都刺、曹佐传儒等又增造妖书，广置地基，建造妖

寺。分党于陕之西安，浙之宁波，遍传邪教。且伪造大秦

景教流行中国碑序，⋯⋯”。④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天

下第一伤心人熟知开封犹太人碑文的内容，而且也了篇

一些景教的历史，可惜的是他并不知道开封犹太人碑文

表达的真正内涵，所以把记述开封犹太人历史与习俗的

碑文作为攻击天主教的材料。最可笑的是，他还把《景教

碑》和开封犹太人联系起来，认为是开封的这批“景教徒”

伪造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序》。天下第一伤心人生活

的年代处于19世纪中后期，当时基督教再次大规模向中

国传人，传教士在列强入侵的枪炮声和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签订的过程中开始向中国传教，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

文化侵略的角色，近代历史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洋教

斗争，由于部分知识分子对古代开封犹太人身份的误读，

所以他们也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是反犹主义的例证。

20世纪初期中西交往增多，西方宗教与宗教知识大

量传人，但是中国知识界仍然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犹太

教和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继续误认为古代开封犹太

人就是景教徒。民国元年，犹太人后裔企图把犹太碑秘

密卖给加拿大圣公会，事情败露后，一些大众媒体对其进

行了报道和谴责。“城内教经胡同西首，向有石碣二方，

一在坑北沿，系方形。一在坑南壁上与常碑同。盖缘该

处昔为犹太人，于唐贞观初，始人中国、相传即假此地建

靠寺院，授经传教，即唐朝之景教，今日之基督教。传历

千有余年，寺院久已坍塌，略无遗存，惟二碑巍然尚立，以

留纪念。夙为西人所拍照，作为基督教东渐之始。载之

欧史，预备研究历史地理家参考焉。惟该教范围不广，势

力亦弱，迄今该教后裔仅有赵、艾、张、李、金、马、王、孙八

家。日前赵、艾二家私将寺院旧址，及二石碑售与某西人

(名未详，容俟访登)，得银一千余两，当经该西人乘汴洛

火车将二石碑运载而去。旋经张、李等六家侦知，谓此地

均有主权，彼不得独专此利等语。间此事已联名呈控法

庭，必不能善于了结也。”⑤可见，报道者把犹太人和基督

徒混为一谈，并把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间作为开封犹太

人进入中国的时间。对于西方传教士盗卖石碑事件，《大

公报》也以《开封景教碑盗卖问题》为题，发表对这件事的

看法，⑥认为开封古犹太人就是景教徒。不过，这个时候

也有一些人认识到中国人对开封古代犹太人的误读，正

如《申报》刊登的《豫人保存挑筋教碑之卓见》一文所说：

“景教则为耶稣教之别三辰，与波斯拜火教融合而成者，

国人误挑筋教几为回教，我儒误挑筋教为景教之别名，皆

未深悉诸宗教之源流变迁者。”④又如王黻在《地理讲义》

人种一节中提到开封挑筋教不是景教，指出这两个宗教

只是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今河南(开)封府有所谓挑筋

教者，即与此教同出一源。”⑧

2．古代开封犹太人是回回的一支

犹太教不仅是基督教的母亲宗教，而且对伊斯兰教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伊斯兰教的许多教义和宗教信仰是

从犹太教借鉴而来。⑨这两种不同的宗教信徒在生活习

俗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几乎相同的宗教禁忌，共同坚

守一些宗教礼仪。元朝的时候，进入中国的犹太人表现

出很强的“回回”特征，犹太人在官方资料中被叫作“术忽

回回”、“主忽回回”等。很明显，当时的犹太人就被误认为

是回回的一个重要分支。⑩

从明代犹太碑文来看，开封犹太人的神职人员被称

为满喇，犹太会堂被称为为清真寺，并且不吃猪肉，再加

上元代就把犹太人称为回回，所以长期以来开封犹太人

就被误认为回回。如回回古教、青回回、蓝帽回回、蓝帽

子回回、七姓回子等。qjD这种误称一直延续下来。1895

年，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写道：“今中国河南开封仍

有犹太人，华人不知。但以回回统之。”⑥徐珂在《清稗类

钞·宗教》介绍开封犹太人时仍然用“青回回”作为标题，

并以此来纠正人们把挑筋教误当作回回教的错误认识，

“河南开封有青回回教者，亦称挑筋教，实非回教也”。@

陈垣先生不仅认识了错误所在，而且还归纳出人们为什

么经常把开封犹太人和回教徒混为一谈的原因。他指

出：“犹太教与回教不同，人或混视为一。推原其故，则回

教为吾人所习见，回教寺名清真，一赐乐业寺亦名清真。

正德碑力避清真之名，正以此故。开封犹太族，面目与汉

人特异，而习俗与回教略同：回教奉祀一神，一赐乐业亦

奉祀一神；回教守安息日，一赐乐业亦守安息日；回教每

日五时礼拜，一赐乐业亦每日三时礼拜；回教行割礼，一

赐乐业亦行割礼；回教不食豕肉，一赐乐业亦不食豕肉；

回教能书记者谓之毛喇，一赐乐业亦谓通经者为满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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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碑叙述先世，有阿耽(亚当)、女娲(娜亚)、阿无罗汉(亚

伯拉罕)、以思哈(以撤)、雅呵厥勿(雅各)、乜摄(摩西)，回

教叙述祖师，亦有阿丹、努海、易h拉欣、易司哈格、叶而

孤白、母撒：以此种种，局外人容易混视。”@这是20世纪

初期中国学者对中国人长期以来把犹太人误以为穆斯林

的原因进行的理论分析。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到解放

后还有一些老开封称古代开封犹太人及其后裔为“回

回”。

近代知识分子揭开开封古代犹太人身份之谜

从17世纪初耶稣会士利玛窦第一次和艾田会面后，

西方宗教界和学术界就开始注意开封犹太人问题，他们

在报道、研究这个问题已经使用“犹太”一词来称呼开封

的犹太人，但使用的是拉丁语、德语、法语和英语，没有人

把它译成汉语“犹太”二字，中国知识界也没有把“一赐乐

教徒”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联系起来。从现存的文

献来看，近代以前除了西方传教士外，中国知识界没有认

识到古代开封犹太人是来自西方的犹太人，自然也没有

用“犹太”一词来称呼开封的犹太人，而是根据中国人自

己的理解来称呼他们的。@

那么中国是何时用“犹太”一词称呼开封犹太人呢?

这需要从西方传教士说起。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1830

年，传教士w．H．Medhurst(麦都思)和K．F．A．Gutzlaff(郭实

腊)开始翻译新版的中文《圣经》，第一次使用了汉字“犹

太”一词。∞不过这个时候还没有用犹太称呼古代开封犹

太人。潘光旦先生认为，一直到1924年才有人用犹太称

呼开封犹太人。⑥笔者发现，其实在清末就有人将犹太一

词和开封犹太人对等起来，逐渐揭开了开封犹太人神秘

的身份。广东番隅人杨荣钵在《开封挑筋教考》一文中考

述了古代开封犹太人的源流及其历代国人对犹太人的称

呼，“豫省开封府有古礼拜寺，乃大府奉诏为之建造者，寺

内供有万岁牌，牌旁书有左转字，壁上亦然。考其世系来

自汉初，迄于唐宋至今，户口万余，七日礼拜，并无偶像，

非回非景更非天主。俗者称为挑筋教者何许人也?日此

正拂林人也，汉日大秦，唐日拂林．明日如德亚，国朝日犹

太，其实一也。”。@杨荣钻是个基督徒，有着较为丰富的

宗教知识，认识到古代开封犹太人与中东地区犹太人的

关系。从杨氏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清朝的时候已经有

人称呼一赐乐业为“犹太”，只是没有学者认识到这个问

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杨荣铸是第一个发现“国朝”

用“犹太”称呼古代开封犹太人的中国人。

大约同时，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中也开始用

“犹太”称呼古代开封犹太人。洪钧指出，“自犹太失国，户

口四散，今欧罗巴诸国，贸迁有无，多犹太人。波斯、布哈

尔等地种族甚夥，闻诸西人。今中国河南开封仍有犹太

人。华人不知。但以回回统之。”@清政府的众多官员

中．在当时为什么只有洪钧能够较早地认识到开封一赐

乐业就是“犹太”呢?这与其个人的知识背景和任职经历

有着密切的关系。洪钧是清同治七年(1868)进士，光绪七

年(1881)升为内阁学士，曾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

出使四国期问，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蒙元史，还得到了

著名的东方学家多桑的帮助。多桑1780年生于君士坦丁

堡，历任瑞典的外交官，1855年死于柏林。他精通突厥、

阿拉伯、波斯及西方诸国的多种语言，洪钧通过多桑提供

的方便，接触到以多种文字记录有关蒙古族活动的史料，

因而他能够对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的活动，

做出比较详细的叙述。在撰写《元史译文证补》过程中，

洪钧还各方求教，审辨其音，在定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

识，为解读元朝典章中的犹太称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洪钧还对开封犹太人职业、相貌特征以及与世界三大宗

教的关系进行了述说，“其人多业屠牛，本教理致。茫昧

若遣，惟鼻高而钩，厥彤未变。案西土三教，犹太最古，天

主、天方二教皆滥觞于此。”∞

可见，在19世纪末期，杨、洪二人较早揭开了开封一

赐乐业教徒的神秘的面纱，认识到开封一赐乐业教就是

犹太教，并使用“犹太”二字来称呼古代开封犹太人，把古

代开封犹太人和世界犹太人联系起来，具有重要的历史

意义，为后人理性认识中国犹太人问题提供了可能。

近代知识分子判断犹太人已经同化

犹太人是一个宗教性的民族，犹太教在散居世界各

地的犹太人生活当中居于核心的地位，“毫不夸张的说，

犹太人靠着犹太教的支撑，靠着对上帝的忠贞才能在长

期的流散生活中没有被异族同化，在艰难的环境中保存

了自己。”④宗教是判断谁是犹太人问题的重要标准之

一。综观近代知识分子对犹太人同化问题的论述，我们

不难发现，他们判断开封犹太人是否同化时主要是以宗

教文化为尺度的。

近代中国知识界认为会堂作为犹太教存在的外在标

志，其存在与否是犹太人是否守教的一个重要标志。在

近代开封犹太人的会堂已经毁弃，所以他们已经同化。

“犹太民族为一宗教之民族。其寺之盛衰，亦即民族之盛

衰。故寺存则教众礼拜有所，寺没则教众顿失重心，而遗

经弃如敝履。”④“其寺院遗址，民国元年为基督教圣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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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购，而《重建清真寺记》及《尊崇道经寺记》两碑，皆犹太

教重要石刻，亦移置圣公会内。⋯⋯其人已沐汉化，习俗

信仰，并同化于汉族矣。”@寺院废弃后，犹太人的宗教习

俗和生活习惯也逐渐淡化，“至今已数典忘祖，一切与汉

人无异，当早年时，确实不与外教人通婚，据说和回教人

彼此有联姻，至今饮酒、食肉、娶妄，与汉人无异，末了可

以说一句，开封的犹太人，不过只有其名而已。”@当时的

学者还认识到古代开封犹太人不仅仅同化于汉族，而且

有一部分犹太人还同化于当时的回族。陈垣指出：“⋯⋯

寺已倾圮．片木无存，只见二碑矗立。犹太人闻余至，纷

来聚观。询之，日：迭经水患，寺久失修，无力重建，已将

木材变卖，石碑外只存古经数卷而已。无师讲诵，亦无礼

拜，亦无所谓割礼。遗民七姓，人约四百，贫苦不堪，归回

教者有之，与汉人同化者有之。”⑤林传甲对这个问题也

有几乎相同的叙述：“其居中原者初与回族混一合，渐与

汉族同化，其特性消磨殆尽。”∞民国二十五年，关斌先生

在《开封犹太人》一文中对西方学者的报道、开封犹太人

妇女的姓名变化、犹太人的人数、相貌和衣着进行了综合

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们住居中国年代很久，汉

化的程度很深，时来势非全与我民族同化不止。”④更难

能可贵的是：一些学者还认识到犹太人不易同化的特性，

开封犹太人被同化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犹太人之居他

地者，血统语言宗教不与他族合，居奇致福，比比皆是。

独籍开封者，特性消磨，与回汉渐趋同化。”∞关斌对其不

易同化的原因做了简单的分析。指出“犹太人是久以天国

选民自居，无论他们处任何环境，是永远保守着祖宗传下

来的习惯，心性等而不变。”圆尽管近代中国人认识到古

代开封犹太人已经同化，但是这个时期也有别人认为开

封犹太人没有同化，还在信仰他们的宗教，如吴美继指

出：“本省(河南省)的人民，除开封附近有少数犹太人外，

又有回教徒散居各地，其他全省大部分都是汉族的人民。

汉民的俗尚是温厚简朴，勤苦耐劳，大都从事于农业。犹

太人到现在尚信仰犹太教。”∞

20世纪初期。个别西方宗教界人士在看到犹太人在

中国逐渐被同化的事实后，想采取一定的措施恢复犹太

教，中国知识界对这个问题也极为关注。1924年《中国年

鉴》记载了中华圣公会购买犹太土地，试图重建犹太会堂

努力。“今则开封之数百犹太人，处境窘迫，对于其本族

之语言、宗教及古来传说之知识，几完全失却，而同化于

中国人矣。现有谋画恢复之哉。民国二年二月，已购置

地一方，以备建筑犹太教堂。”④《大公报》也曾报道过类

似的事情：“汴省之犹太教(即挑筋教)共七姓八家，七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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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石、杨、李、张、高、艾、赵也，现在已成丁者凡三十二人，

连妇子需一共计算凡一百二十余人。前次精奇(主持金

本位者)每家给钱数千眷爱同种，此次在圣公会大餐，联

络是欲恢复当年之教产，但此八家离德之久，所有礼俗一

概浑然。不知割礼为何物，惟独李家幼童两人所受割礼，

将来此种宗教恐渐复活云。”④

从上述史实出发，近代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古代开封

犹太人在中国生活近千年之后，他们的宗教信仰淡化、宗

教仪式废弃、会堂倒塌、经书失传，不吃猪肉、不行割礼、

食牛羊肉挑筋、过宗教节日等清规戒律已经成为历史，失

去了成为犹太人的条件，犹太社团在开封走到了历史的

尽头。那些试图复活犹太教的人虽然已经认识古代开封

犹太人已经同化的事实，但是出于宗教情感和其他方面

的原因。为复兴犹太教做最后的努力，结果以失败而告

终。这也再一次证明开封犹太人已经同化，不可能再恢

复他们的宗教。

尽管犹太人在这个时期已经同化于主体民族，作为

—个民族不复存在．但是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习

惯和传统，在谈到河南的民族问题时仍然沿用了犹太族

这个称呼，主要散见于地理类书籍中的宗教栏目或人种

栏目。在《河南地理志》一书中，作者林传甲把开封犹太

人放在民族栏目中进行记载，“犹太族，居开封挑筋教胡

同俗名青回子。”@而王黻则把犹太族放在人种栏目加以

分析，“汉族最早之根据地即在昆仑山，五千年前顺黄河

流域而下，战胜苗族据有中原，⋯⋯河南开封府之犹太

族，甘肃新疆之库尔勒上登根族是。”@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犹太人

问题时西方传教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1605年西方传教

士利玛窦发现开封犹太人艾田之后，中国犹太人人问题

成为西方关注的一个热点。汉语中犹太一词也是由西方

传教士，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首次使用，后来逐步扩

散，逐步代替了中国历史上对犹太人的种种传统称谓，如

术乎、主吾、一赐乐业教徒等。近代西方在华传教士写了

大量的关于开封犹太人问题的著述，基本上都要涉及到

其身份问题，并认为开封犹太人已经失去了其民族特性，

其中以怀特的《中国的犹太人》最为重要。@在中国较早

对开封犹太人身份发表看法的另一个群体就是游历欧洲

归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学习西学过程中对西方的宗教

文化也会有一定的了解。可以判断，近代知识分子从宗

教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开封犹太人身份问题时或多或少地

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个时期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史料的缺乏以及对宗教不甚了解等方面原因，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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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界对开封犹太人同化问题的认识多局限于现象描

述，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只能够判断犹太

人已经同化，没有对开封犹太人同化的原因加以深入的

理性解读。个别知识分子还被一些带有宗教目的的基督

徒所利用，对开封犹太人同化问题进行错误的报道。但

是，近代知识分子对开封古代犹太人同化问题的初步认

识和研究，预示着中国人对该问题的研究高潮即将到

来。@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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