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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 ! ! ! !"$)年，上海，这是欧洲犹太人心中希望的
圣地，因为这几乎意味着躲避纳粹集中营魔爪的
最佳路径。当全世界都对犹太难民关闭上逃生大
门时，上海无私地接纳了他们，约 $万名欧洲犹太
难民通过各种途径在两年时间内陆续逃至上海，
并在此生活直至二战结束后方才渐次离去。

*+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对于这场在人类历
史上都堪称伟大的救助，许多细节都已渐渐被年
轮磨平了记忆。不过，钻进老报纸堆里，从中寻找
到那些看似零零散散的故事，或许并不会带来如
何的轰动效应，却不免会使读者感到眼前一亮。即
使从现在的角度和观点看来，它们中的人物，以及
所表达出来的美好、忧愁、喜乐、悲伤等等情绪，历
经岁月，依然能跃然纸上，充满着从历史那头传来
的情感共鸣。

虹口隔都艰难求生
对于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并以虹口为主要聚

居地的犹太人来说，虹口是他们“第二个家”。但种
种迹象却表明，这个“家”并不那么安全、可靠。日
本人在虹口设置了难民隔离区（难民称之为隔
都），形式上是将难民与公共租界隔离开来，方便
管理。然而在犹太难民眼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虹
口隔离区是另外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样的观点在一幅 *+年前的漫画上能够得
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漫画的上半部分是日本
兵在上海虹口的难民隔离区，下半部分则描绘了
当时犹太人的“人间炼狱”———波兰奥斯维辛集中
营。上半部分的漫画可以说并没有暗示血腥和屠
杀的意味，但和奥斯维辛相提并论，就不难令人联
想到流血、杀戮、种族灭绝。

已在苏州河以南居住和就业的欧洲犹太难民
约 ,+++人，在日本当局逼迫下，不得不匆忙地贱
价变卖家产、店铺，在限期内搬迁到“隔离区”，其
中包括在俄罗斯犹太人帮助下，安置得较好的近千
名波兰犹太人。居住在虹口的犹太人增至 -.*万人
（包括原住虹口的俄罗斯犹太人），因救济款枯竭，
加上百年未遇的严寒，“犹太难民躲在沿街破旧的
小屋里，身上裹着用麻袋布缝制的上衣”“老人、妇
女和小孩相互挤在小屋的一角瑟瑟发抖”“披着毛
毯的乞丐满街都是”“刚临产的母亲含着眼泪送掉
了婴儿”……“隔离区”的欧洲犹太难民，死亡人数
呈上升趋势，与原先相比，高达 /至 $倍。

努力工作变卖度日
一篇刊载于《国民新闻周刊》的小文章，更有助

于让今人形象地了解虹口隔离区的真实景象。
走过吴淞江上的大桥（外白渡桥），沿着虹口

的街道走去，犹太难民在那里已组成了一个外人
居留区域———酒吧间、工厂、商店、事务所、营造
厂、理发师、教师、医师、牙医、律师，在三条大街上
互相拥挤着的不下五百余种行业。他们已有他们
自己的戏院，教堂，两家日报，主持各种演讲，灌输
一切精神食粮。

他们都有佝偻的肩膀，宽大的步子，长睫毛
中射着企图猎取什么的目光，他们中间有许多
人，虽然不住在收容所内，但是也靠着收容所捐
助的“白饭”（半块面包、一份菜汤）过活。
当时虹口一共有三处较大的难民收容所———

汇山路、华德路、平凉路。每处都住着 $++至 !+++

个难民。每个难民收容所，还要维持所内和所外的
难民每日一顿“白饭”。平凉路的设备较好，因为有
专供新婚夫妇住的小房间。在这种“鸽子棚”里，只
有两张床和一只小桌子的位置，但布置相当整洁，
四壁的三夹板上还挂着图画和文字。生活在隔离
区，如能找到工作，那么生存问题基本能够解决，
否则靠收容所的“白饭”，那就祈求上天保佑无
病无灾了。因此许多没有求生技能的难民不约
而同地想到了变卖家当。
《西风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犹太难民把他

们从德国带来的东西卖掉，去换取面包。所以，在
他们初次到上海时，老百姓可以用少数的代价，买
到很好的东西，像衣料、桌布、领带等家常日用品。
但渐渐地，他们带来的东西也卖完了，于是他们就
买进一些中国货，或来路不明的
货物来冒充了。作者还以自身经
历举例：一位犹太人，手里拿着两
只皮包上门兜售。打开了皮包后，
他把许多的毛织品料子拿出来，
说着犹太音的德国话。谈到价钱
时，他先用手指，后来弄不清时，
便用铅笔在他的日记本上写出
来，结果费了许多纸上数字的争
执，作者最终用三十块钱买了三
码多一点的呢绒。不到一星期的
工夫，他又来了三次，一次的货物
不如一次，后来就始终交易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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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生涯不忘办报
逃离欧洲，流亡上海，惊魂未定

的犹太人稍事安顿后，开始将目光越
过了三餐一宿的最低生活要求。由于
犹太人中的大多数只懂得德语，而上
海方面又向来没有德文的新闻报纸
和杂志，这使他们在外界讯息的获
知，精神世界的滋润等非物资需求上
大感不便。不过，这对于向以重视教
育闻名世界的犹太人来说，是件很容
易解决的小事。刚刚在异乡立足后，
衣食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犹太人开
始在上海办起了自己的报章杂志。

-"$)年，德国籍犹太人阿道尔
夫·约瑟夫·施托菲尔以难民身份逃
亡上海，这位弗洛伊德的弟子可能做
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将在东方成为犹
太人的媒体大亨。-"$)年 *月，施托
菲尔创办了《黄报》，一份半月刊新闻
杂志，每期印两千份，是一份专门办
给犹太人看的读物。-"$"年 --月，
《黄报》改为报纸，经过几轮升级，最
终成为日报，直至 -",+年 )月停刊。
创刊伊始，《黄报》就摘译了茅盾的
《子夜》，刊登了埃德加·斯诺的文章，
何凤山也常常在《黄报》上刊登文章。
《上海犹太早报》是上海历时最

久的德文犹太人报纸，它从不同的角
度记录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各
种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以及那
些主要居住在上海虹口地区的犹太
难民中发生的新闻。

再早些时候，《以色列信使报》曾
经记下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在 -"$$年
%月 /日报道宋庆龄、蔡元培、鲁迅、
林语堂等面见德国驻沪领事，对纳粹
在德国的暴行表示强烈抗议。

身处战乱人文情怀
翻阅这些德文报纸，除了重温历

史之外，透过其编辑、刊发文章的取
向，也能让人更清晰地审视犹太民族
的人文情怀，乃至民族精神。

-",,年 $月 -1日上午，华德路
$,$弄 "号失火，火灾造成 /,名外
籍人士不同程度受灾。次日，在犹太
社区的号召下，募集到来自四面八方
的大笔善款。
据《上海犹太早报》刊登的信息，

捐款的名单中既有像“玛丽安”糖果
店（捐 -+++元）、“安娜贝拉”时装店
（捐 1++元）、“公平路2昆明路二手货
店”（捐 %%%元）这样的外籍和中国商
人开的商铺；也有像 34. 5. 6. 7.

89:;<4 先生（捐 $++）、6. =. 3>?!

@4>ABCD先生（捐 1++）这样的个人捐
献；还不乏中欧新教徒协会（捐 !+++

元）、格雷格商学院学生（捐 !/+元）
和犹太早报员工（捐 !/+元）这样的
团体和组织的集体捐款……共有!$!

笔来自公司和个人的捐款，金额从
!+元至 !++++元不等，总计 ,,1+!

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E<4?F:: G4F@?F:: 先生虽然

只捐了 -+元，但很可能这是他当时
口袋里所有的钱。在灾难来临时，
为何在自身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犹
太人还能够站出来义无反顾地帮助
别人呢？这是因为在犹太教义中对
慈善有过明确阐述，提到行善是每
个人的义务，甚至靠慈善养活自己
的乞丐，其本人也必须救济那些不
如自己的人。这是植入每个犹太人
心灵的“典律”。所以，在看到同胞
受灾受难后，犹太难民即刻相互协
作，在现实生活中生动地诠释了
“慈善”一词的含义。

犹太民族重视教育，崇尚艺术的
精神，有如刻在他们的骨子里一般。即
使在最困苦的时候，这个民族依然不
会忘记学习和教育，不会忘记去追求
美，去赞美一切文化艺术形式。《黄报》
-",+年 $月 -*日刊登了瑞典著名女
作家塞尔玛格拉洛夫去世的消息。塞
尔玛格拉洛夫曾于 -"+"年获诺贝尔
文学奖，因《贝灵的故事》《耶路撒冷》
《秋天》等为大众所熟知。塞尔玛格拉
洛夫并非犹太人，但是瑞典第一位得
到这一荣誉的作家，也是世界上第一
位获得这一文学奖的女性。而这个消
息在许多华文报纸上都没有刊登。

漫画记录日寇蛮横
古往今来，多少人物传记记载的

绝大部分都是光辉事迹，像《佞臣传》
这样专门揭短的，凤毛麟角。但生活在
虹口隔离区的犹太难民并不打算放过
曾给他们带来无尽恐怖经历的日本军
官合屋。奥地利的原犹太难民库尔特·
杜德纳（HI4J 3IKL:<4）和妻子安妮
（M::< N>BJ<4 3IKL:<4）在 /+--年向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捐赠了他们珍藏
近 *+年的《合屋漫画》。
虹口隔离区实施保甲制度，进出

要凭通行证。为了申请通行证以便得
到“隔离区”外工作或求职，犹太难民
要在茂海路 *+号日军设立的“上海无
国籍避难民处理事务所”申请，那里
掌管通行证发放大权的日本军官就
是合屋。在这本以合屋名字命名的漫
画中，读者能充分领略到他的刁蛮。
若是你英语好，他会说：“你的英

语那么好，应该去美国，我不发通行
证，滚！”若是你英语不好，他会说：
“你的英语这么烂，外面哪有活干，我
不发通行证，滚！”英语好不好，都是
一样结果，都不发通行证。“你是一个
掘墓工，很好！我可以给你去全市的
通行证！”话锋一转，又说“不过，你必
须先给我你的客户名单。”人未出隔
离区，哪来的客户名单。恶意戏弄犹
太难民。合屋拉小提琴时让犹太音乐
家弹钢琴伴奏。却会恶狠狠地说，“你
合不上我的节拍，我就杀了你，你这
脏猪！”真是凶恶得不可理喻！合屋给
来办通行证的犹太难民三种选择：我
杀了你！我吊死你！我毙了你！三种选
择都离不开一个死字。
据犹太难民恰亚·斯莫尔（OPFDF

8?FKK）女士回忆，她的父亲赛缪尔·
瓦尔金（8F?I<K QFKC9:）是位拉比
（犹太人中的一个阶层，老师和智者
的象征），在沪期间，他成为了上海犹
太难民社团的领袖之一，恰亚得了
重病，父亲不得不带着她去求合屋
发通行证。瓦尔金请求得到通行证
以带女儿外出看病。合屋却让瓦尔
金把脑袋横放在桌上，随即抽出军
刀，一刀砍断了他的胡子。如此作弄
一番后，才恩准发出通行证。合屋因
为掌握了犹太难民出入，作威作福
到如此地步，也难怪犹太难民要出版
漫画书来让他的丑恶行径被永远铭
记。战后，犹太难民合力收拾合屋，不
可一世的恶魔此时只能阵阵哀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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