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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名人会议0 与犹太教公会重组
) ) ) 拿破仑的犹太政策

张倩红  贾延宾

  摘  要: 拿破仑执掌政权后的犹太政策集中体现在召开 /犹太名人会议0 和

恢复重组犹太教公会。他继承并发展了法国大革命赋予法国的犹太人以公民权的

优秀成果, 但是, 在执政期间既限制又利用犹太人。表面上的宽容难以掩盖其复

杂的政治动机与经济考虑, 法国大革命所弘扬的 /自由、平等、博爱0 与利己的

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尽管拿破仑的犹太政策充满了矛盾性, 但还是为以后百余

年间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定下了基调, 使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放弃了社团自治, 逐步

融入所在国家的社会生活。

关键词: 拿破仑  犹太人  犹太名人会议  犹太教公会

拿破仑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但是拿破仑对犹太人的政策却很少进入研

究者的视野, /众多的拿破仑传记作家中没有人充分重视犹太人及犹太人问题在拿破仑的生活与

政治活动中所占的位置0。¹ 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远远不足, 中国学者的研究更是为

数寥寥。拿破仑统治是犹太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 拿破仑首次提出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

/民族家园0 的政策, 发表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治宣言, 召开了犹太名人会议, 实施诸多措施

保障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激发了犹太人的民族情绪。拿破仑的军队在横扫欧洲的过程中, 推进

了犹太人的解放历程, º 改变了犹太民族的命运。在以后较长的岁月里, 拿破仑的犹太政策一直

影响着欧洲犹太社会的精神潮流与价值取向。本文仅拟对拿破仑召开的 / 犹太名人会议0 和

/犹太教公会0 的恢复和重组作一论述, 推进对犹太历史问题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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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anz K obler, N ap oleon and the J ews , L eo Baeck Institute, Jerusalem: New Yo rk and M assada Press

Lt d. , 1976, p. 7.

/ 解放0 ( emancipat ion) 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 emancipatio, 原意指古罗马时代儿子摆脱父权而获得独

立, 后来被引申为个人或团体从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限制中获得自主, 尤其指解放奴隶和解放

天主教的运动。在犹太史上, 对 / emancipation0 一词的解释不尽相同。从狭义上讲, 是指 18 世纪以

来, 犹太人作为个体从居住国获得公民权的历史过程; 从广义上讲, 它意味着犹太人不仅作为个体,

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 (如种族、民族) 而获取生存权、发展权及认可权的过程。习惯上认为,

犹太解放运动肇始于欧洲。关于解放运动开始的时间, 欧洲的历史学家 (包括大多数犹太学者) 有争

议, 大部分学者把法国革命作为开端, 个别人也以 1781 ) 1782 年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为开端。参见

Hannah A r endt, ÷ Pr iv ileg ed Jews, " in Jacob K atz, ed. , J ew ish Emancipation and S elf 2Emancip ation,

New Y ork: T he Jew ish Publicatio n So ciety, 1986, p. 76.



一、拿破仑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治宣言

18世纪末全世界约有 225万犹太人, 其中大约 175万居住在欧洲。¹ 法国的犹太人约有 4

万, º 主要分为两个群体, 在波尔多 ( Bordeaux)、巴约讷 ( Bay onne)、马赛 ( M arseille)、阿威

尼翁 ( Avig no n) 和普罗旺斯 ( Pr ovence) 等南部城市有几千人, 其中大多数是 15 世纪以来涌

入的西班牙、葡萄牙的 / 马兰诺0 后裔。» 由于他们长于商业贸易活动, 得到当地统治者的宽

容, 于 1729年获得定居权, 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与文化, 并逐步公开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这部

分人被称为 /塞法尔迪犹太人0。¼ 另一个群体生活在阿尔萨斯 ( Alsace)、洛林 ( Lorr aine) 和

梅斯 ( M etz) 等地区, 被称为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0, ½ 大约有 3万人, 仅阿尔萨斯地区就有

22500人, ¾ 他们是 17 ) 18世纪随着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对这些地区的征服而成为法国人的。与

那些 /塞法尔迪犹太人0 相比,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0 更像是这个国家中的外国人。他们在地理

上属于西欧, 但在文化上与当地的法国人有很大不同, 而更接近于那些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

他们主要从事小额贸易、放债业 (热衷于高额利息) 及充当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中间人, 忍受着

中欧犹太人所受的种种限制, 必须向国王、公爵及各级官员缴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以保证

其贸易权和居住权。

有必要指出, 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而言, 法国犹太人的生活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 他们基

本上可以自由地信仰犹太教。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犹太人的命运。1789年 8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5人权宣

言6, 规定在宗教方面, 如果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主张不违背法国的公共秩序, 则有权发表自己

的看法。¿ 此后国民议会通过一系列法令, 使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据法国革命

的理想,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那么, 就没有理由剥夺本应属于犹

太人的权利。同年 12 月/犹太问题0被提上国民议会的议程, 讨论的焦点是应该继续驱逐犹太

人, 还是赋予他们公民权。在米拉博和阿贝 #格雷高利的大声呼吁下, 经过激烈争论, 进步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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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 hn M er riman, A H istor y of Modern E urop e , v ol. 1 , F 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A ge of N apol eon,

New Y ork: W. W. No rto n & Co mpany , 1996, p. 412.

Ho war d M orley Sachar, The Cour se of Mod ern J ew ish H is tory , N ew Y or k: Dell Publishing Co. I nc. ,

1977, p. 53.

/ 马兰诺0 , 亦称 / 马兰内0 即 mar rano 的译音, 是中世纪前期西班牙语中的一个词汇, 含义为 / 猪0。

西班牙人把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蔑称为 / 马兰诺0。
/ Sephar ad0 是希伯来语中对西班牙的称谓, 最早出现在希伯来语 5圣经6 中, 所以人们把西班牙、葡

萄牙的犹太人及其后裔称为 / 塞法尔迪人0 ( Sepha radim) , 把他们的文化统称为塞法尔迪文化。塞法

尔迪犹太人在被驱逐出西班牙、葡萄牙后, 散居在欧洲的与阿什肯那兹犹太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生

活在土耳其和西亚、北非等地的塞法尔迪犹太社团与东方犹太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但是, 他们一

直为其祖先在 15 世纪以前所创造的辉煌文化而陶醉, 极力强调其独特性。参见 htt p: / / ww w.

jew ishv ir tuallibrary . o rg / jso urce/ Judaism/ Sephardim. html.

/ A shkenazim0 的译音, 最早出现在 14 世纪的文献中, 是对居住在日耳曼地区的犹太人的称谓, 具体

来说,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特指在法国北部、德国和斯拉夫地区形成的犹太文化共同体。参见 http: / /

ww w. jew ishvirtuallibrar y. org / jsource/ Judaism/ A shkenazim. ht ml.

Esther Benbassa, T he J ew s of France : A H istor y f r om Antiquity to the P resent , New Jer sey : P rinceton

U niver sity P ress, 1999, p. 44.

Geor ge Rude, Revolutionar y Europ e 178321815 , Clev eland: Wo rld P ublishing Company , 1964, p. 107.



力获胜。1790年 1月 28日, 法国南部的/塞法尔迪犹太人0和阿威尼翁教皇领地的犹太人获得了

公民权, 但占法国犹太人大多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并没得到公民权。¹ 此后, 德波裔犹太人积

极提出公民权申诉, 在国民议会的辩论中, 罗伯斯庇尔坚持认为如果否认犹太人为法国公民,

那么贯彻/自由、平等、博爱0的大革命精神则是不可能的。º 在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成员及自由

主义思想家的多方努力下, 国民议会最终在 1791年9月 27日通过决定: 废除以前的法律条文中

对犹太人的限制、束缚及驱逐, 感化作为个体的犹太人, 使其作为公民宣誓效忠。» 据此, 法国

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 其权利有了法律的保障。法国犹太人的解放是与法国大革命及其原则紧

密相连的, 没有革命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及特权阶层的瓦解, 就不会有犹太人的解放。尽管雅各

宾派当政时期的/恐怖政策0和激进的反宗教运动使犹太教活动不得不转入秘密状态, 并在一定

程度上迟滞了法国犹太人的解放进程, 但大革命原则的存在仍使犹太人的状况得到某些改善。¼

18世纪末发生在欧洲的 /哈斯卡拉0 运动是犹太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

动, ½ 虽然影响的范围多局限于知识分子及社会上层, 但对犹太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

有这些因素为拿破仑的犹太政策提供了前提和广阔的政治空间。必须明确的是, 就当时的社会

实际而言, 大部分犹太人的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仍被隔绝于欧洲

主流社会之外。

拿破仑的出生地科西嘉岛上没有犹太社区。少年时期, 他对犹太人的了解是通过阅读 5圣

经6 而得到的。他把 5圣经6 看做是 /上帝的语言0, 把以色列人看作 /上帝的人民0。拿破仑

第一次接触犹太人, 是在他作为法军总司令率兵远征意大利期间 ( 1796 ) 1797)。意大利的犹太

隔都是欧洲地区最早、也是最典型的犹太隔都。¾ 许多世纪以来, /血祭诽谤0 的流传、¿ 暴民

的攻击以及强迫改宗的压力等使当地的隔都成了犹太人的地狱。随着法国军队的进入, 犹太人

终于去掉了佩戴在衣服上的黄色大卫星, 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事情。À 1797 年 2月,

拿破仑率军进入安科纳 ( Anco na) 时, 看到犹太人居住的狭小隔都, 当即下令捣毁, 又颁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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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F. Scot t & Barr y Rothaus, eds. , H is torical Dictionar y of the F rench R ev olution , 178921799 ,

Westpot: Greenwo od Pr ess, 1985, p. 507.

Ilana Shamir & Shlomo Shavit, eds. , E ncy clop ed ia of J ew ish H istor y : Events and Eras of the J ewish

Peop le , Ramat2G an: M assada P ublisher s, 1986, p. 99.

Esther Benbassa, T he J ew s of France : A H is tor y f rom A ntiquity to the Pr esent , pp. 81282.

倪华强: 5法国大革命与法国犹太人的解放6 , 5史林6 1992年第 1期, 第 78 页。

/ 哈斯卡拉0 为希伯来语 Haskalah 的音译, 意为 / 启蒙0 ( enlig htment )。哈斯卡拉运动即犹太启蒙运

动, 指 18 世纪中后期至 19 世纪在中欧及东欧犹太人中兴起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

/ 隔都0 ( Ghetto) 指城镇中专门为犹太人划定的居住区。一般说来, 隔都的四周有围墙, 只留一个或

几个供出入的大铁门, 被严格把守, 夜晚要拴上门, 安息日或犹太圣日也要关闭。1516 年, 威尼斯共

和国通过一项法令, 命令犹太人住进威尼斯的一个特别居区, 这个犹太人区被称为 Ghetto。后来

Ghetto 一词被广泛应用到欧洲各地, 许多城市都有了犹太隔都。一般认为, G hetto 一词来源于希伯来

语的 g het, 意为/ 分开0或者/ 脱离0( divor ce or separation) ; 也有人认为它来自希腊语、德语或意大利语。

法国革命后, 随着犹太人的解放, 隔都的高墙被相继拆除了。参见 M or decai Schreiber , eds. , J ew ish

Ency clop ead ia, v ol. 1, N ew Y or k: Sheng old Books, 1988, pp. 92293; C. R oth and G. Wig oder, eds. ,

Ency clop eadi a J ud aica, vo l. 7, Jer usalem: Keter P ublishing H ouse Jerusalem Ltd. , 1971, pp. 5422543.

指 bloo d libel, 是中世纪流传于欧洲的对犹太人的一项无端指责, 诬陷犹太人在逾越节或其他犹太人节

日杀害非犹太人, 尤其是以基督徒儿童充当祭品。

Solo mon Gr ayzel, A H istor y of the J ew s : From the Baby lonian Ex ile to the End of Wor ld War Ò ,

Philadephia: T he Jew ish P ublicatio n Societ y of A mer ica, 1968, p. 574.



令规定犹太人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区域。随后, 拿破仑在意大利相继关闭了韦罗纳 ( Verona)、帕

杜阿 ( Padua) 等地的犹太隔都, 并捣毁了当地的宗教裁判所。同年 7月, 威尼斯 ( Venice) 隔

都的大门也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焚毁。意大利的犹太人把拿破仑当作他们的拯救者来欢迎。

在意大利的经历给拿破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了解到犹太人最渴望的是精神上的自

由。同时, /意大利战役与犹太人的相遇, 为此后在埃及与巴勒斯坦的远征奠定了政策框架, 拿

破仑在意大利所学到的东西在非洲和亚洲又得以应用0。¹ 1798 年 5 月, 拿破仑以 /科学院院

士、东方军总司令0 的身份率领陆军、水兵以及科学家远征埃及和巴勒斯坦。在行军途中, 拿

破仑解放了他所占领的英属马耳他岛 ( M alta) 上的犹太人, 并允许犹太人建立会堂。º 同时,

拿破仑还把解放犹太人的政策带到了埃及: 给予埃及犹太人宗教平等权, 准许他们建立自己的

组织。埃及成为欧洲大陆之外犹太人第一次获得平等权利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 1798年9月 7

日, 拿破仑任命两名埃及犹太人担任 /犹太民族0 的高级祭司, 这是拿破仑在处理犹太人问题

时第一次用到 /犹太民族0 这个概念, 同年 12月 19日, 拿破仑在参观位于西奈半岛上的一座著

名希腊天主教教堂时再次提及。此后不久, 他还精心挑选一支专业队伍去西奈半岛探寻摩西留

下的遗迹, 但随着军事形势的紧张和征服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的启动, 探险活动很快终止, 这段

探险经历被认为是拿破仑东征过程中一段小小的插曲。»

1799年 2月起, 拿破仑率领 13000名士兵开始征服巴勒斯坦, 在越过西奈半岛占领了艾尔2
阿里什 ( El2Arish)、加沙 ( Gaza)、希伯伦 ( H ebron)、拉马拉 ( Ramleh)、雅法 ( Jaffa) 后,

又北征海法 ( H aifa)、阿卡 ( Acre) , 但在进攻阿卡要塞的战役中法军严重受挫, 于 6月 1 日返

回埃及。¼ 在征战巴勒斯坦的过程中, 为争取当地犹太人和世界各地犹太社团的支持, 拿破仑于

1799年 4月 20日, 也就是犹太人的传统节日 ) ) ) 逾越节的第一天, 发布了一项政治宣言, 即

/法兰西共和国驻亚洲非洲总司令波拿巴将军致巴勒斯坦后裔书0, ½ 号召亚洲和非洲犹太人与他

一起恢复耶路撒冷往昔的辉煌, 并承诺给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 /现在就向全

世界宣布: 你们要收回被夺去千年的公民权, 要在政治上自立于民族之林, 要获得依据信念去

崇拜耶和华的无限自然权利, 而这些权利无需掩饰, 且可能永存世间。0

这一宣言在巴勒斯坦地区引起了震动。一部分犹太人乐观地认为, 拿破仑会使他们回归祖

先之地, 并为他们重建所罗门圣殿, 他们甚至把拿破仑与 /弥赛亚0 相提并论, ¾ 从而引起了奥

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极大恐慌。宣言在欧洲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令他们失望的是, 建立民族

家园的计划随着拿破仑远征的失败很快流产了。

那么, 拿破仑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宣言? 这是长期以来犹太史学家乐于品味的问题。有人

认为, 拿破仑的所作所为, 纯粹是想 /获得犹太人保护者的身份, 进而占据巴勒斯坦0, / 拿破

仑的宣言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宣传而已, 其目的是想获得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支持0。¿ 也有学者强

调拿破仑宣言虽然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但他对犹太人的同情心是不容置疑的。这一倾向的内在

动因在于他的 /东方文化情结0。有许多事实证明, 拿破仑本人对古埃及、古希伯来人的历史有

一种敬畏之感, 对他们创造的文明具有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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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Fr anz K obler , N ap oleon and the J ews , pp. 20, 34, 3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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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通过分析宣言文本, 我们不难看出, 拿破仑所发布的宣言只不过是外交辞令与情感

笼络的集合体, 从语气上、内容上看, 与他同一时期在意大利、埃及等地发布的针对当地人民

的宣言并无多大区别。此外, 拿破仑对犹太人的态度还源于他的宗教理念, 或者说犹太人问题

只是他实施其宗教策略的一个个案。拿破仑自称 /没有宗教信仰0, 因而也就 /没有种种虚构的

恐怖, 没有对未来的恐惧0。¹ 但是, 他又强调人是具有宗教感情的, 而且能从这种感情中获得

极大的安慰。拿破仑一直主张要尊重别人的信仰, 正如尊重别人的人身与财产一样。但是, 拿

破仑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徒, 也没有专一的信仰, 他的所谓 / 信仰0, 是随着政治需要不断变换

的。º 综观拿破仑的政治生涯, 他一直在成功地利用宗教服务于个人的政治目的, 把宗教作为政

治、外交与对外征服的筹码。同时, 个人性格也决定了拿破仑不会成为习惯势力的盲从者, 因

而他的内心深处也就不存在欧洲的封建君主那种根深蒂固的反犹思想。

二、拿破仑与 /犹太名人会议0

1799年拿破仑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 1804年称帝并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早在 1802年 4

月 8日, 拿破仑曾颁布法令, 授予法国公民自由信教的权利, 犹太人与其他教派教徒一样拥有

平等的宗教信仰自由。1804年, 拿破仑颁布 5民法典6, 明确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

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登上权力之巅的拿破仑以军人作风来治理国家, /中央政

权的法令法规以及其他各种命令必须要以电流般的速度传到全国各地0, /由大革命引发的历时

十年之久的以地方自治为特征的 -民众狂欢运动. 基本宣告结束, 一套由中央到地方均需听命

于第一执政的集权体制终于形成0。¼ 在这一体制下, 对于任何背离 /法国化0 的行为与现象,

拿破仑都会严肃对待。

一直存在着的阿尔萨斯农民与当地犹太人的矛盾, 引起了法国社会的普遍关注。大革命初

期, 在政府没收和拍卖贵族的地产时, 东部阿尔萨斯等省的农民主要依靠向当地犹太人借贷才

购得了地产。拿破仑上台后, 宣布废除大革命时期发行的纸币, 使阿尔萨斯农民受到沉重打击,

无力用新的货币偿付犹太债权人, 大约 4 万农民深陷于犹太债权人的债务之中。这导致阿尔萨

斯人对犹太人仇恨的迅速上升, 在整个地区掀起一场以洗劫犹太人房屋和商店为特征的骚乱。½

法国保皇党人敏锐地注意到阿尔萨斯的混乱局势, 并推波助澜, 煽风点火, 制造不利于犹

太人的舆论, 说犹太人正在买下整个乡村, 压榨当地的法国农民。他们还怀疑犹太人被同化的

可能性, 称犹太人是 /国中之国0, 是顽冥不化的特殊群体。保皇党人的哲学家路易#德 #博纳

尔 ( Lo uis Gabriel de Bo nald) 领导了这场运动, 拿破仑的大臣夏多布里昂 ( Chateaubriand) 和

另外一些理论家积极加入, 法国一家主要新闻报纸也刊登了一篇带有强烈反犹色彩的文章, 宣

称如果犹太人不改宗为天主教徒的话, 就取消他们的法国公民权。博纳尔甚至毫无根据地说:

/犹太人财产的四分之三是靠高利贷积累起来的, 犹太人是阿尔萨斯的新地主, 应该取消犹太人

的公民权。0 ¾ 1806年 1月, 拿破仑来到斯特拉斯堡的时候, 当地的非犹太人向他抱怨了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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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 /讨厌之处0, 包括犹太人死守其传统行业, 以及如何盘剥非犹太人等等。 /拿破仑带着

对犹太人的不良印象离开了斯特拉斯堡, 并承诺考虑非犹太人的不满情绪0。¹ 在阿尔萨斯农民

强烈请求皇帝采取措施没收犹太人财产的同时, 一些法国官员也向拿破仑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被反犹情绪所支配的司法部长甚至决定要对法国犹太人颁布特别法令, 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

放弃高利贷交易。诸如此类的言论影响了拿破仑, 他认为不能再对犹太人占有美丽的阿尔萨斯

而无动于衷了, 应该采取措施尽快恢复 /良好的秩序0。º

长期以来, 拿破仑对高利贷者抱有偏见, 希望犹太人能够放弃高利贷业。» 不仅如此, 在拿

破仑的思想深处, 整个商业与金融业都是不可靠的, 正如乔治 #勒费弗尔所分析的那样: /拿破

仑同一切开明专制君主一样, 总是非常注意经济的进展; 这的确不是因为它能改善人民的处境,

并使平民各阶级分享文明的成果, 而只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因为发展经济就有希望建立健全财

政, 有利于人口的增长, 从而使军队获得新的兵源, 最后由于减少失业和增产粮食, 从而确保

-秩序. 。因此, 他对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的关注是不平衡的, 一心考虑着战争的拿破仑对商业

界和金融界是不信任的, 因为这两界的活动是超越国家界限的, 并到处同英国有密切联系。同

时, 拿破仑出身贫寒, 始终认为商业和金融资本是循环流动的, 不能为国家带来根本财富。他

对工业很感兴趣, 尤其关注那些消耗本国原料的工业。他认为, 一个军事大国的力量, 像斯巴

达或罗马这样军事强国的力量, 是寓于农业之中的; 农业提供好士兵, 在必要的时候, 经济上

能够自给自足。0 ¼ 这种重农主义的思想根源, 使拿破仑在这场阿尔萨斯地区农民与犹太债主的

冲突中义无返顾地站在了农民一方, 他甚至把犹太人比作是 /民族中的民族0、 /盘旋在法国人

头上的一大群乌鸦0。½ 他认为, 处理好眼前的争端, 不仅可以安抚农民和保皇党人, 还能纠正

犹太人的一些不良行为方式。当他第一次在国务会议上提出/阿尔萨斯农民所欠犹太债主的债务

均可延期偿还0这个建议时, 引起了议员的激烈争议。一部分议员狂热地支持皇帝的建议, 并要

求立即取消犹太人的解放权利; 而另外一部分人强调拿破仑皇帝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

大革命原则的继承和发扬, 况且法国的那些/塞法尔迪犹太人0已经被事实证明可以成为良好的

法国公民, 因此不能取消犹太人的公民权。拿破仑最后还是采取了不利于犹太人的政策, 他于

1806年 5月 30日宣布, 阿尔萨斯农民欠犹太债权人的债务全部延期一年(而对该地区的基督教

高利贷者却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政策) ,结果使许多阿尔萨斯犹太人倾家荡产。拿破仑的态度使犹

太人感到震惊, 他们最终意识到, 关键时刻皇帝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阿尔萨斯事件平息以

后, 拿破仑下决心管理犹太人, 解决犹太人的/国中之国0问题, 使他们真正地融入法国社会。

拿破仑成功地结束了对法国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重组之后, 又想以同样的方式把犹太人置

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 目的是确保犹太人毫不含糊地忠诚于法国。为达到这一目的, 也为了

抬高自己在欧洲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 拿破仑于 1806年 7月推出了 /犹太名人会议0。¾

为了筹备这次会议, 拿破仑进行了关于犹太人状况的调查。1806年 4月, 内政大臣洛泽尔

( Lozere) 负责此次调查, 调查内容主要集中在各地犹太人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其中多少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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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大多数人从事什么职业、他们在交易中收取多高的利息、他们是否认真遵守国家法律、

他们如何看待服兵役等方面。这些内容构成了后来拿破仑向犹太名人会议所提问题的基础。参

加犹太名人会议的成员由各省省长选任, 选任的原则是 /财富、正直、信誉0, 据此选出来的代

表多数是富裕并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犹太名人。波尔多犹太人领袖、金融家亚伯拉罕 #菲达多

( Abraham Furtado) 被选为犹太名人会议的主席, 东部犹太人领袖贝尔 #以萨 #贝尔也是会议

的筹备者之一。¹

1806年 7月 29日 /犹太名人会议0 首次会议在亚伯拉罕 #菲达多的主持下召开, 112 位知

名人士出席会议, 其中有 25位拉比及一些商人、银行家代表。起初, 一些犹太领袖对 /犹太名

人会议0 寄予很大希望, 也给予高度评价, 但他们很快就改变了看法。拿破仑召集 /犹太名人

会议0 是以阿尔萨斯事件为借口的, 他标榜会议的目的是要 /唤醒犹太人在漫长的数世纪之久

的卑贱堕落的生活中所丧失的公民道德和良知0。º 其实, 拿破仑的实际意图远不止这一点, 首

先 /犹太名人会议0 是作为拿破仑确保其犹太臣民忠诚于他的御用工具; 其次, 他希望通过这

个大会进一步剥夺犹太人, 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为了考查犹太人

对法国的忠诚程度, 开幕式被安排在犹太人神圣的安息日 ) ) ) 星期六, 而按照犹太律法, 犹太

人在这一天禁止从事这样的活动。一些代表曾要求改变日期, 却被断然拒绝。显然, 拿破仑及

法国的统治阶层正是想以此来考验犹太人是不是把法兰西国家的意志置于其宗教忠诚之上。» 拿

破仑的犹太事务顾问莫莱伯爵 ( Louis M athieu comte Mo le) 致开幕词, 他发表了冗长的演说,

不遗余力地诽谤犹太人, 谩骂犹太人放高利贷的行为。他强调说: 尽管如此, 智慧而友好的皇

帝还是愿意给犹太人一个补救的机会, 假如犹太人能够证明他们值得被授予公民权的话, 皇帝

会保留犹太人作为法国公民的全部权利。随后三位帝国高级专员代表皇帝非常 /庄严地0 向犹

太代表提出了以下 12个问题:

1. 犹太教律法允许一夫多妻吗?

2. 犹太教允许离婚吗? 未经民法批准、而依靠与法国法律相矛盾的犹太律法所宣布的

离婚有效吗?

3. 犹太男子或女子能否与基督徒通婚? 犹太律法只允许族内通婚吗?

4. 在犹太人的眼里, 法国人是其同胞还是陌生人?

5. 在上述情况下, 犹太律法对不信仰犹太教的法国人有什么样的行为规定?

6. 在法国出生、被法律认可为法国公民的犹太人是否承认法国是他们的祖国? 他们认

为有捍卫法国的义务吗? 他们是否能够遵循法律以及对民法的一些解释?

7. 谁来任命拉比?

8. 拉比对犹太人拥有什么样的裁判权? 行使哪些司法权?

9. 拉比的任命及司法权是根据成文法律来确定, 还是根据习惯法来认可?

10. 犹太律法禁止犹太人从事某些职业吗?

11. 犹太律法禁止犹太人对其教友放高利贷吗?

12. 犹太律法是否禁止对非犹太人放高利贷? ¼

#161#

/ 犹太名人会议0 与犹太教公会重组

¹

º
»

¼

转引自张庆海: 5犹太名人会议研究6 , 5史学集刊6 2006年第 3期, 第 35 页。

塞西尔# 罗斯: 5简明犹太民族史6 , 黄福武、王丽丽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第 411 页。

David Rudav sky , Mod ern J ew ish Relig ious Movements : A H istor y of Emancip ation and A dj ustment,

New Y ork: Behman H ouse Inc. , 1967, p. 85.

参见 Jay R. Ber kovitz, The Shap ing of J ew ish Identity in N ineteenth2centur y France , Detr oit: W ay ne



上述 12个问题的核心是: /法国犹太人是否把法国视为自己的祖国? 是否把法国人视为自

己的兄弟? 是否把遵守国家的法律视为自己的义务?0 ¹ 而所有这些问题中, 最令犹太人感到屈

辱的是皇帝怀疑他们对法国的忠诚。他们不会忘记, 在大革命时期, 许多犹太人为法兰西而战。

在解放的最初年代里, 法国犹太人遵循贝尔 #以萨 #贝尔等领袖人物的教诲, 用法语代替了意

第绪语, º 用革命历法代替了犹太历法, 不少人放弃了守安息日, 还把子女送进了世俗学校。作

为德国启蒙思想家门德尔松的推崇者, 贝尔根据门德尔松的德文版本, 把 5圣经6 译成法语,

以便让孩子们在学习希伯来语原始版本的同时, 也能看到作为母语的法文的解释, 从而使宗教

学习与法语学习紧密结合起来。贝尔的教育改革计划中还包括建立新式的犹太学校, 其宗旨是

要把自己的子孙培养成 /好犹太人、好法国公民0。» 贝尔等人的目的显然是要法国犹太人按照

新的环境及现代化的标准来调整自身的生活方式, 在自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与法兰西民族之间

培养出一条新的文化纽带。然而, 事实很快证明, 他们在革命年代所树立起来的理想过于乐观

了, /没有考虑到各种各样很可能会延缓现代化步伐的社会及宗教势力0, 这种势力不仅存在于

犹太世界的内部, 也同时来自令他们感恩戴德的拿破仑将军及法国社会。¼

不管内心如何委屈, 犹太名人代表们还是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令对方满意的回答。关于第

一个问题的回答是: 犹太教律法当然不允许一夫多妻制, 犹太人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都遵守着

一夫一妻制原则。对于犹太人是否愿意法国化、放弃民族性的问题, 代表们声称犹太人把法国

看做自己的祖国, 把法国人当作自己的兄弟。代表们援引了一个历史事例来说明他们对法国的

感情: /巴比伦之囚0 结束的时候, 波斯王居鲁士大帝允许犹太人返回故乡巴勒斯坦, 重建第二

圣殿, 但很多犹太人已经把只生活了 70年的巴比伦看成了他们的家园而不愿意返回故乡。½ 法

国犹太人自然会把生活了数世纪的法国当作自己的祖国, 愿意为保卫法国、保卫拿破仑而战,

直到死! 他们还表示, 愿意成为皇帝所希望的那种好公民。在犹太社区传统权力与国家政权之

间的关系问题上, 代表们的回答也很令拿破仑满意。他们承认国家法律高于犹太律法, 不经民

法的批准, 犹太律法判决的离婚是无效的。在犹太律法和法国法律相矛盾的时候, /国家的法律

高于一切0。拿破仑不仅提出通婚问题, 而且将它置于 12个问题中的显要地位, 说明他要削弱

犹太民族性, 并使之不再成为 /民族中的民族0, 这是他的主要目的之一。¾ 尽管犹太律法并没

有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通婚, 也没有规定犹太人只能族内通婚, 但由于通婚问题涉及犹太

人身份的界定问题, 因此引起了与会的一些拉比的怀疑与反对。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 他们最

终还是接受了关于通婚问题的质疑, 承认与基督徒结婚的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 针对犹太人放

高利贷的问题, 代表们解释说, 犹太律法所允许的有偿借贷, 对犹太人以及非犹太人是平等的,

放高利贷不是犹太人所独有的不良商业行为, 而是许多人 (包括基督徒) 共有的商业行为, 放

高利贷的犹太人在数量上也没有社会上所指责的那么多。总之, 犹太名人会议的代表对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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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是忍气吞声, 甚至极尽讨好、献媚之能事, 犹太名人会议实际上成了犹太人宣誓效忠法

国的声明。¹

拿破仑自然十分高兴, 并派遣莫莱伯爵向名人代表转达了他的赞赏与满意之情。尽管莫莱

本人是一个反犹主义者, 但会议的结果也出乎了他的预料。他完全改变了开幕式上的语气与措

辞, 充满热情地对代表们说: /诸位都是世界上最古老民族后裔的代表, 看到你们这一群贤人俊

秀聚会于此, 谁能不大为感动呢? 如果古人能再度复生, 亲逢此盛会, 他岂不认为自己正置身

于圣城之中吗? 他岂不认为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事务吗?0 º

三、犹太教公会的恢复与重组

犹太名人会议之后, 拿破仑决定通过一个具有宗教权威的机构来实现代表们的 /请求0,

/批准0 犹太名人会议的各项决议。同时, 阿尔萨斯事件以来, 拿破仑一直想安抚一下犹太人,

以赢得他们对法国的永远忠诚。» 为此, 拿破仑提出恢复古老的 /犹太教公会0 ( Sanhedr in) ,

让犹太人 /在法国找到他们的耶路撒冷0。

犹太教公会作为古代犹太社会的最高立法与司法机构, 自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毁灭后已经

有一千八百多年没有召开过了。犹太教公会将要恢复和召开会议的消息传开之后, 许多犹太人

认为这是皇帝尊重犹太人历史传统的标志, 他们欢呼拿破仑是犹太人的解放者。1807年 2月 9

日, 重组 /犹太教公会0 的会议在巴黎召开。71位成员 (一说为 70位) 中有 2/ 3是拉比, 1/ 3

是世俗犹太人。成员来自法兰西帝国的所有行省, 其中包括意大利北部地区、整个荷兰地区和

德意志的一些地区, 主席是来自斯特拉斯堡的拉比大卫 #辛茨海姆 ( David Sinzheim )。犹太教

公会批准了犹太名人会议的决议, 并承认这些决议具有宗教法律效力。犹太教公会在所有的问

题上都作出了让步: 摩西的律法和拉比的权威一再被强调仅在宗教领域内应用, 重申了法国犹

太人的政治忠诚, 民事裁判权高于宗教裁判权。代表们再次表达了对法国同胞的爱心, 他们用

最神圣的宗教话语谴责阿尔萨斯的犹太高利贷者。可见, 犹太名人会议和犹太教公会的成员毫

无保留地把他们的未来同法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了。正如亚伯拉罕 #菲达多在一份声明中所说

的: /我们不再是 -国中之国. 了, 法国是我们的祖国。犹太人啊! 你们的义务已明确规定了,

幸福在等待着你们。0 ¼

拿破仑的举措影响了欧洲, 不仅给德意志许多公国中的犹太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甚至对

当地的一些统治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拿骚 ( Nassau) 公国的统治者听到犹太教公会成

功召开的消息后, 重启了搁置已久的旨在改善犹太人地位的立法工作。½ 对拿破仑的赞美之声还

遍及法国和意大利的犹太会堂, 甚至东传到沙皇俄国, 犹太人甚至把拿破仑比作了曾经允许以

色列人返回故土重建 /第二圣殿0 的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奥地利驻巴黎公使梅特涅 #温尼堡

( Met ternich2Winneburg) 在呈给外交大臣的信件中说: /所有的犹太人都把拿破仑看做是他们的

-弥赛亚. 0, /拿破仑把自己变成了犹太人的救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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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 拿破仑每一项决定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动机。犹太教公会的恢

复和重组除了进一步得到犹太人的忠诚保证、贿赂犹太领袖人物之外, 还有更紧迫的原因。

1806年 9月, 拿破仑军队已经到达了波兰的维斯杜拉 ( Vistula) 河岸, 缪拉 ( M urat ) 元帅的

骑兵和达武 ( Davoust ) 元帅的步兵正兵临华沙城下。这支庞大的军队无疑需要给养维持生存,

然而俄国人已经破坏或拿走了所有的东西, 船只也被凿沉, 维斯杜拉河变成不可逾越的天险。

拿破仑和欧洲许多君主一样,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想起了犹太人。当时, 波兰居住着大批犹太

人, 他们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和国际联系, 能为军队提供谷物、燕麦和大麦。拿破仑相信通过召

集犹太教公会, 不仅能笼络法国犹太人, 而且能争取波兰犹太人的支持。在犹太教公会召开的

日子里, 拿破仑十分关心波兰犹太人的状况, 并通过一些中间渠道同波兰犹太人结为联盟, 全

面了解波兰犹太人的思想状况。事实证明, 拿破仑的策略十分成功, 波兰犹太人尽最大努力来

表达对拿破仑的感恩之情。许多波兰犹太商贩自愿承担为驻扎在华沙大公国的拿破仑军队提供

给养的责任。/在进军波兰的途中, 拿破仑感受到了穿着长袍、留着胡子的当地犹太人所给予的

巨大支持, 他们给拿破仑的军队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帮助。据记载, 拿破仑曾深有感触地说:

-犹太教公会对我来说至少是有用的。. 0 ¹ 当时在许多波兰犹太人的心目中, 拿破仑是一位英雄

和解放者, 一位亲切而又杰出的传奇者! 拿破仑成了讲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人民间传说中的一

个永久部分。º

在得到赞美的同时, 拿破仑的政策也遭到了反对, 反对者既有来自国内的, 也有来自国外

的。国外方面, 反对最激烈的是俄国的沙皇和东正教会,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宣称拿破仑是基督

教上帝的敌人, 因为他解放了犹太人; 东正教会发表了诋毁拿破仑和犹太教公会的声明, 普鲁

士的新教徒也强烈反对拿破仑的犹太人政策。国内方面, 反对声音包括了法国政坛上的许多重

要人物, 如拿破仑的政治顾问莫莱伯爵、克勒曼元帅 ( M ar shal Keller mann) 以及夏多布里昂

( Chateaubriand) 等都建议拿破仑不要给予犹太人太多的权利, 并且主张限制犹太人自由从事商

业的权利。枢机主教约瑟夫#费斯 ( Joseph Fesh) 也忧心忡忡地告诉拿破仑: /你给予犹太人与

天主教徒同样的待遇, 你难道希望世界毁灭吗? 你难道不知道 5圣经6 曾经预言说当犹太人被

承认为一个集体的民族时, 也就是世界毁灭发生的时候吗?0 »

由于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和反对, 再加上东部阿尔萨斯等省犹太人融入法国社会的步伐依然

缓慢, 同时许多地方犹太人的地方自治机构仍在发挥作用, 这在拿破仑看来, 犹太人为 / 国中

之国0 的状况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拿破仑决定颁布一系列限制和控制犹太人的法令, 以

此来减少一些批评和抗议, 并促使犹太人尽快融入法国社会, 然后再逐渐地废除这些限制性措

施。1808年 3月, 拿破仑提出在摩西宗教的基础上对法国犹太人实行有机管理: /犹太中央会

议0 和各地的分支机构要加强与当地犹太人的联系, ¼ 要对那些重操高利贷业的犹太人进行严厉

斥责, 要负责为拿破仑招募犹太兵役; 各地的拉比要监督犹太人的宗教生活。这些机构表面上

看是为了管理犹太人的事务, 实际上是控制犹太人的工具, 变成了统治犹太人的行政力量和拿

破仑的政策代理。拿破仑正是通过这些机构招募犹太士兵, 获取经济实惠并控制犹太社团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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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及文化。1808年 7月 20日, 拿破仑又颁布一个法令, 命令犹太人的名字要采用法国人

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这在犹太人同化于法国的过程中有着深远的意义。¹

拿破仑也加强了对犹太人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管理。1808年 3月 17日, 他颁布法令限制犹太

人的经济活动, 规定没有得到地方行政长官颁发执照的犹太人, 10年之内不得从事商贸、借贷

业, 而这种每年更新一次的执照仅仅授予那些信誉良好、道德高尚的犹太人; 免除、减少或推

迟所有欠犹太人的债务; 犹太新兵不得代替老兵服兵役, 而基督徒则可以付费给志愿者以免除

兵役。对犹太人的居住权也作了一些规定, 作为一项减少阿尔萨斯犹太人口的措施, 禁止那些

暂时离开的犹太人返回他们原来的家园。上述法令在犹太历史上以 / 声名狼藉的法令0

( Infamous Decrees) 而著称。/犹太名人会议和犹太教公会的代表感受到了对他们的背叛, 但却

无能为力。1791年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法律平等的原则被亵渎,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被置于二等

公民的地位。0 º /声名狼藉的法令0 说明了拿破仑要把犹太人问题严格置于国家的政治框架之

内, 或许他想以此来继续表明其对犹太人的态度: 做法国公民, 他们能拥有一切; 继续做犹太

人, 则一无所有。» 该法令遭到犹太人的激烈反对, 到 1811年, 拿破仑在许多地区又逐步取消

了这些限制性政策, 实际上这些针对犹太人的限制性政策并没有真正地得到贯彻执行。

如果说, 拿破仑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治宣言充分体现了他对犹太人的同情心的话, 而

/犹太名人会议0与/犹太教公会0的召开, 尤其是/ 声名狼藉的法令0充分体现了拿破仑对犹太人

的利用与限制, 在这一点上, 他和欧洲的历代统治者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很显然, 当政以后

的拿破仑完全背离了他在巴勒斯坦所许下的解放犹太人、建立犹太国的承诺。作为皇帝的他考

虑的是如何协调各个阶级的利益, 使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他个人的政治目的, 拿破仑犹太政策

的核心可以总结为归顺、改造、同化三个步骤。拿破仑对待犹太人的矛盾性政策实际上反映出

19世纪欧洲统治者共同面对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 他们期望犹太人融于当地社会, 通过消除社

会与宗教构成的关键性因素而使犹太人规范化; 另一方面, 犹太人作为替罪羊仍然是有用的,

因为他们能使统治者表明他是站在主体民族而不是犹太人一边。此外, 拿破仑对犹太问题的处

理也表明, 承认犹太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申明的问题, /哪里的传统性的蔑视犹太人的现象继续

存在, 哪里将犹太人和犹太教视为西方文明中的合法存在而予以承认就不容易实现0。¼ 1816

年, 当拿破仑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那岛上时, 他的私人医生奥#麦拉( Opmear a)曾问他为什

么实行支持犹太人的政策, 拿破仑的回答是: /我解放犹太人, 给他们平等的法律地位, 让他们

享有与天主教、新教一样的宗教信仰自由, 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给法国带来更多的财富, 同时促

使犹太人放弃高利贷, 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公民都视作兄弟了。因为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如果看

到他们在法国能享受到比其他地区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时, 他们会源源不断地涌入法国并为我们

服务0。½ 一位对拿破仑抱有政治成见的天才女性斯达尔夫人曾这样评论拿破仑: /不同于其他知

名的人物, 他既不善良也不强暴, 既不温顺也不凶狠,,他没恨也没爱, 心中只有他自己,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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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芸芸众生都是筹码,,0 ¹ 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也确实证明了犹太人问题是他手中的筹码之一。

尽管拿破仑上台后对犹太人采取的摇摆不定的矛盾政策, 伤害了一些已经 /法国化0 的犹

太人的情感, 但在大多数犹太人看来, /遇到拿破仑是犹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政治家第一

次把犹太问题看成是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 他试图解决犹太问题的尝试是基于对犹太民族存在

的认可。0 º 也正是在拿破仑的影响之下, /犹太人问题0 成为欧洲及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热门话

题。1815年召开的影响欧洲政治版图的维也纳会议, 专门把 /犹太人问题0 列为大会讨论的议

题。此后, 犹太人问题屡屡出现在国际会议的讲坛上。拿破仑对犹太人的政策与态度, 对当时

和后来的欧洲历史和犹太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拿破仑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遗产, 给予犹

太人平等的政治地位与公民权利。拿破仑的征服战争不但促进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 也促进

了欧洲犹太人的民族觉醒。随着趾高气扬的法国军队开进一个个欧洲城市, 隔都的壁垒纷纷塌

陷, 这促进了欧洲犹太人的解放。不仅如此, 拿破仑的军队 /终结了旧欧洲社会组织的封建模

式, 最终为犹太人的政治与经济选择开阔了新的视野0。» 拿破仑的出发点是要改变法国犹太人

的生存方式, 促进其法国化进程, 却在客观上打破了犹太人传统的职业限制, 大大扩展了犹太

人经济活动的领域。在拿破仑时期, 欧洲新兴资本主义工业已取得迅速发展, 商品经营与流通

的节奏明显加快, 传统的垄断模式被打破。尤其是在当时的西欧地区, 经济已发展到一种无与

伦比的程度, 几乎成为全世界的 /制造车间0, 商业、工业及各类自由职业的需求量猛增。在此

背景下, 刚刚获得公民权及职业许可权的犹太人很快进入多种经济部门, 其职业领域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 他们开始告别高利贷业、小商贩业和旧衣批发等传统职业, 成为了受人尊敬的手工

业者、国际贸易商、经纪人、制造批发商和股票交易人等, 他们作为企业家、制造商、发明家、

银行家而引人注目。

拿破仑召开的犹太名人会议和恢复组建犹太教公会体现了他对法国犹太人的改造政策, 这

些为以后百余年间西方犹太人的生活定下了基本格调, 其后许多犹太人放弃社团自治, 逐步融

入所在国的社会生活。从结果上看, 拿破仑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正如他的一位官员在犹太

教公会召开后所说的那样: /犹太人作为民族中止了, 仅仅剩下了宗教。0 ¼ 拿破仑失败之后, 许

多欧洲国家的犹太人仍以法国犹太人为榜样, 同化于主流社会, 到 19世纪 50年代前后, 大部分

欧洲国家也都完成了对本国犹太人的同化过程。犹太人不再是游离于居住国之外的特殊群体,

而是变成了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等等。随着岁月的逝去, 隔都生活已成为一种

遥远的民族经历, 永远尘封于犹太人的记忆之中。还应该指出的是, 拿破仑的犹太政策对犹太

复国主义思想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关此点将另文详述。

1作者张倩红, 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河南大学高校人文重点学科研究中心教授。开

封  475001; 贾延宾, 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32

(责任编辑: 姚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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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diplomacy during the w ar w as able to g rasp this rare historical o pportunity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 had so me imm ature and imperfect aspects.

Marshallps Mission to China and Soviet China Policy Chen H ui ( 138)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ow n interests in the Yalta sy stem , the US and the U SSR sought to

prevent the outbreak o f a large2scale civ il w ar in China and tried to support the Nationalist

gov ernment led by Chiang Kai2shek in realizing peace, demo cracy and unity in China. While

Marshallps mediation w as under w ay, civil w ar seem ed inevitable in China, and the Cold War w as

taking shape in Europe. This made the U S draw closer to Chiang Kai2shek, and chang ed its

China po licy fro m one of m ediat ing betw een the tw o sides to one o f support ing Chiang in his

at tempt to w ipe out the Com munists by fo rce. T he USSR, w or rying about o nce again losing its

interests in China, g radually w ithdrew from its cooper at ion w ith the Nat ionalists and prov ided

condit ional suppo rt to the Comm unists. Chinaps polit ical forces thus underw ent a r eor ganizat ion.

The U SSRps relat ions w ith the U S and Chiang Kai2shek w ent f rom coo rdinat ion to o pposit ion,

part icularly o n the quest ion of the No rtheast , w her e the U SSR jo ined the CPC in r esist ing the US

and the Nat ionalists.

The Assembly of Jewish Notabl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anhedrin: Napoleonps Polices

towards the Jews Zhang Qianhong and Jia Yanbin ( 155)

Napoleonps po licies tow ards the Jew s af ter he to ok pow er w ere highlig hted in the Assembly

of Jew ish Notables and the reco nst ruct io n of the Sanhedrin. H e retained and dev elo ped the

cit izenship rig hts that had been co nfer red on French Jews during the Revo lut ion. H ow ever , w hile

in pow er he rest ricted and m ade use of the Jew s. H is apparent to lerance failed to co mpletely hide

his complex po lit ical mo tives and eco nom ic considerat ions. The ideals o f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advocated in the Revolut io n m ing led w ith self2interested nationalism. Nevertheless,

despite these contr adict ions, Napoleon set the keynote for Eur opean Jew ry in the follow ing

century . M ore and m ore Jew ish people beg an to give up communal autonomy and gr adually merge

into the societ ies in w hich they lived.

÷Aphasia" of Refugee Intellectuals in the US from Nazi Germany Li Gongzhen ( 167)

÷Aphasia" or lack of speech w as a comm on problem facing Jew ish refugee intellectuals w ho

came to the US from Nazi Germany af ter 1933. Germ an2speaking w riters, scient ists and art ist s in

ex ile had differ ent ex periences and m et w ith different fates in o ver com ing languag e bar riers in

their careers, r ef lect ing the tw o dimensions of Am erican culture: assimilation and reject ion of

fo reig n cultur es. Languag e prof iciency requirements fo r the ÷outsiders" w or ked as a f ilter that

filtered o ut all that w as not needed or w as inco mpat ible w ith American culture w hile keeping all

that w as useful. It pro vided a vast ar ena for ÷outsiders" w ith the ability and wil l to adapt to the

new enviro nm ent. It is through this mechanism o f select iv e adopt ion and equal ly select ive

rejection that Am erican culture keeps enriching itself , keeping its inner core w hile becoming

increasing ly internat ional. In this w ay the US has become the w orld center of science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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