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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290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对犹太人的驱逐是欧洲历史上发生的首次大规模驱犹事件 , 凭借犹太

人对王权的依附 ,王室对犹太人严重剥削 , 导致犹太人对王室财政支持能力下降;犹太人从事放贷业引起中小

地主的土地流转 ,集中到教会和大贵族手中 , 对王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爱德华一世企图鼓励犹太人改

宗 ,但是犹太人对本民族宗教的坚定信仰使国王的政宗政策以失败而告终;英国国内频繁出现的血祭诽谤案

引起普通民众反犹情绪高涨 ,这一切最终导致爱德华一世驱犹事件的出现 , 并为欧洲大规模驱犹树立了一个

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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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进入英国的时间始于 1066年的诺曼

征服。诺曼王朝的建立不仅促使英国融入欧洲的

政治体系 , 同时也为大陆上一些富有进取心和冒

险精神的商人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紧随诺曼征

服 ,一些犹太商人来到英国。此后不久 , 犹太人为

了躲避大陆兴起的十字军而成批地来到英国 ,并

在伦敦 、林肯、温切斯特、剑桥、牛津和北安普顿等

地建立了犹太社区。①1290年 7月 18日 , 即阿布

月初九 ,犹太人正在举行庄严的斋戒仪式。就在

这一日 ,爱德华一世突然颁布一项法令 , 要求境内

所有犹太人必须于 11月 1日前离开英国 ,任何违

背法令者都要处以绞刑。与此同时 , 所有欠犹太

人的债务也都被取消。除了一些可随身携带的财

物之外 ,不允许犹太人转移更多的财产。法令被

无条件地严格执行 , 任何人都不得豁免。到万灵

节(11月 1日)的时候 , 除了很少一些人选择了改

宗 ,其余所有的犹太人基本都离开了英国。作为

最后一个接纳犹太人的欧洲大国 , 英国在犹太人

定居仅仅两个多世纪之后率先大规模驱逐犹太

人 , 成为中世纪反犹主义的一个典型个案。对于

爱德华一世驱犹事件的研究 , 将有助于加深对西

方反犹主义传统的理解。②

犹太人对王室财政支持能力下降

英国犹太人主要来自法兰西北部 , 也有一小

部分来自德意志 、意大利 、西班牙 、俄国及一些穆

斯林国家。他们大多是由商人及其家眷组成 , 进

入英国所从事的主要行业为放贷业。这种人员构

成和职业特征是中世纪后期欧洲犹太社团的典

型 ,而这种特性也决定了犹太社团与对英国王权

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依附关系。一般来说 , 国王负

责保护犹太社区的宗教和经济权益 ,犹太人的全

部财产则由国王任意支配。“犹太人一无所有 , 因

为无论他们拥有什么 ,皆归其国王 ,犹太人不是为

自己而是为他人而活。”③编写于亨利一世统治时

期的《忏悔者爱德华律令集》(Leges Edwardi Con-

fessoris)明确提出国王对犹太人的绝对司法权 , 其

中第二十五章明确规定:“犹太人及其财产皆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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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所有;王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应处于国王

权力的监管和保护之下;没有国王的许可 ,任何犹

太人都不许依附于某些权贵的势力之下。”④它清

楚地表明了英国犹太人与对英国王权的附属关

系。

国王对犹太人一些的保护 , 主要体现在特许

状中给予犹太人许多权利 ,包括犹太人可以自由

地居住在国王的土地上 , 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

仰 ,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旅行等⑤ 。但国王的庇

护并不是白白给予的 , 犹太人要为此付出异常高

昂的代价 , 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支付一笔可观的贡

金。另外还需要满足其他一些条件 , 包括同意交

纳人头税 , 保证特殊的纳税额 , 遵守统治者的法

律 ,对国王宣布效忠等等。而当时的统治者常常

利用这一依附关系 , 对犹太人进行敲诈勒索。每

当遇到重大财政困难的时候 , 国王就将手伸向犹

太人的钱袋。对犹太人来说 ,国王的借款 、任意税

和罚金等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国王一般都不偿

还借款。特别是英王亨利三世甚至用豁免贵族欠

犹太人债务的手段来寻求政治支持。⑥现代学者

罗斯(Cecil Roth)对欧洲犹太人有一个比喻 , 他说

“犹太人似乎就是一块吸满了王国流动资本的海

绵。每当国库空虚时 , (国王)就要去挤这块海

绵。”⑦12世纪 ,分布在英国的犹太人只占英国总

人口数的 1/ 400 ,却支付 8%的国税。⑧“这些是造

成犹太社团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 但同时也为他

们的`客民' 身份提供了唯一的存在的合理性” 。⑨

在中世纪的英国 , 犹太人负担最重的税是塔

利税(tallage)。 1159 年 , 为了满足镇压图卢兹

(Toulouse)反叛的军事开支需求 , 亨利二世发明了

一种任意税—塔利税。这不是固定的税收 , 而是

国王在国库空虚或者急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任意

征收的税种。它虽然不只是针对犹太人 , 基督徒

也未能幸免 , 但往往对犹太人征收的税额最高。

这个发明不但为王室提供了轻而易举剥削犹太人

的新方式 , 而且从根本上削弱了犹太社团的实力。

到13世纪 ,犹太人所提供的流动资金对王室如此

重要以至于塔利税逐渐变成了填补王室财政空虚

的重要手段之一。1221-1231年间 , 亨利三世尚

未亲政之前 , 王室每年向犹太人征收的塔利税是

3000马克;1233-1257年 ,亨利三世每年征收的塔

利税超过 7000马克。1259-1269年 ,随着内战的

爆发 、贵族的短暂胜利以及王室统治力量的增强 ,

塔利税降到了平均每年 600马克;1271-1290年 ,

又回升到了每年 2500马克。⑩

随着国王的贪求越来越多 , 犹太人口袋里的

钱也越来越少 , 塔利税的征收逐渐变成了犹太社

团沉重的负担。1233-1279年间 ,英王先后 30次

向犹太人征收塔利税。 1244年 , 借口犹太人牵涉

到一场宗教谋杀案 ,亨利三世一次就向犹太人征

收 60000马克的塔利税。 1250-1258 年间 , 他又

向犹太社团征收了 44000马克的塔利税。虽然并

不是每项税收都能全部缴清 , 但是对犹太人的征

税收入至少达到 100000马克 , 这相当于当时英国

犹太人总财产的一半。 111271年 ,王室向犹太人征

收的塔利税为 6500马克 , 不堪重负的犹太社团只

交清了三分之二的税额。剩余的三分之一由康沃

尔郡的理查伯爵代为交清 , 为此整个犹太社团都

作为国王的私有财产被抵押给伯爵一年时间。

1272年 ,为了逼迫犹太人缴清税款 , 英王逮捕了

大批犹太人 , 甚至包括整个赫里福德(Hereford)犹

太社区。 12执政初期 , 爱德华一世下令将所有未缴

清 1274年塔利税的犹太人及其家人一起关进伦

敦塔。

1233-1257年间 , 英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平均

为 37000英镑 ,其中约有 12.8%为犹太人交纳的

塔利税;而 1270-1290年间 , 当财政收入上升到

平均每年 43000英镑的时候 ,塔利税占全年财政

收入的比率却下降到了 3%。 13从其所占财政收入

的比例日益减少的现象中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犹

太人对王室财政支持的能力日益下降。通过犹太

金融家贸易金额及个人财富的锐减 ,同样可以看

到这种现象。例如 , 1240年在剑桥档案柜 14所存

的犹太商人放贷的债务合同总值约为 2750马克 ,

到 1290年犹太人被驱逐时 ,所存的债务合同总值

只有 425马克。1239年诺维奇(Norwich)档案柜所

存的债务合同总值超过 4400英镑 , 到 1290 年债

务总值仅有 590英镑左右。从社团转向个人的角

度来看 , 1239年 , 诺维奇最富有的犹太人尤奈特

(Isaac fil Jurnet)持有价值约为 3668英镑的债权。

1290年 ,该城最富有的犹太人德莱科里赛(Isaac

fil Deulecresse)仅有 294 英镑的财产。 151244 年赫

里福德的哈莫(Moses fil Hamo)为了继承父亲的财

产而交了 3000英镑的特别税。 16而到了 128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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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儿子伊莱亚斯(Elias)给他的后人留下的总

共财产仅为 1260英镑。而这个遗产数目还是爱

德华一世时期所记载的犹太人遗产中最大的一

笔。

犹太人在 12世纪和 13世纪早期的经济活动

包括放贷帮助贵族和教会收取租税 ,偶尔也收售

谷物和其他商品以及从事典当行业。从现有材料

来看 ,尽管有些犹太定居点离当时的贸易中心很

近 ,却很少有人从事大宗的实物交易。 17而且 ,他

们偶尔从事的实物交易的商品也是来自一些借贷

者的抵押物。一旦借贷者逾期不能还贷 , 抵押物

就归犹太放贷人所有。从这个角度来说 , 犹太人

偶尔从事的实物交易也是他们从事放贷业的一个

副产品。“他们最初可能是以从事贸易的商人身

份到来的 , 但是在 12世纪 , 犹太人的财富主要靠

货币兑换和放贷积累起来的。”  18换言之 , 犹太人

所有的经济负担都要依靠从事放贷业获取的利润

来支撑。由于从事的行业比较单一 , 社团的经济

基础也就比较脆弱。如果一定时间内国王征收的

任意税不高 , 那么犹太人就可能迅速地积累一些

资金。但不幸的是 , 当犹太人面临的塔利税负担

越来越重的时候 ,国王对犹太人放贷的利润率作

出更加严格的限制 , 从而导致了犹太人经济实力

日益下降。

与此同时 ,意大利和加斯科尼人(Gascons) 19

金融家实力不断增强 , 逐渐取代了犹太金融家在

英国王室的特殊地位。“加斯科尼人是非常突出

的战争金融家 ,他们为王室提供的贷款恰好满足

了亨利远征法国的军需。他们同样也为爱德华提

供了巨大的帮助。” 20尤其爱德华一世时期 , 意大

利金融家在王室财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

相比而言 , 犹太人的贡献就显得更加微不足道。

英国犹太人素有“国王的奶牛”之谓 , 可是当“奶

牛”的奶水被挤干时 ,犹太人离被驱逐的日子也就

越来越近了。

土地流转现象引起王室忧患

狮心王理查德时期 , 为了筹措十字军东征和

多次远征大陆的军费 , 国王不停地以各种名目向

各个阶层征税 ,致使一些权贵人物也要借助犹太

人的高利贷渡过难关。进入 13世纪后 ,由于自身

经济实力的衰退 ,大部分从事放贷业的犹太商人

无力向王室或贵族提供大规模的贷款 ,因此放贷

的主要对象就集中在农村的中小地主阶层。 21每

当遇到经济困难时 ,这些中小地主常常以手中的

土地作抵押向犹太商人借款。对于犹太商人而

言 , 借贷者以动产或地产作抵押并没有什么区别 ,

因为他们放贷的目的只是为了定期收取一定的利

息。但是对于教会和一些贵族来说 , 这却为他们

提供了积累财富和扩大势力的机会。一旦这些借

贷者无法按期还贷 ,犹太商人就要考虑如何处理

积压在手中的债务合同和抵押凭证。一些犹太商

人为了筹得现金缴付频繁而沉重的税收 , 不得不

转让一些债务合同和中小地主抵押在他们手中的

土地所有权或租用权凭证。通常有能力购买债务

合同的人都是一些大修道院和贵族 ,教会或贵族

使用现金从犹太商人手中购买这些债务合同 , 犹

太商人的利益得到了满足。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土

地流转现象的出现。

13世纪30年代发生在肯特郡的一位名叫皮

特(Peter de Bending)身上的事件就是土地流转现

象的一个典型。 1234-1236年间 , 皮特以每英镑

每周 2个便士的利率向犹太商人克里斯平(Moses

Crispin)借款 2英镑 4先令。同年 11月 , 他又以同

样的利率再次向克里斯平(Benedict Crispin)借款。

合同规定每年借 5 英镑 , 借期 10 年。 1235年 3

月 , 通过两份合约 ,他又向克里斯平(Jacob Crispin)

借了 19英镑。所有这些借款合同都是以皮特的

土地和一些动产作抵押的。 1237年 ,当所有的财

产都抵押过去而借款也都耗尽时 ,为了摆脱欠款

的束缚 , 皮特不得不求助于坎特伯雷的修道院。

修道院以 171英镑 17 先令的价格收购了皮特在

韦斯特维尔(Westwell)采邑的所有权以及另一处

采邑的租用权。与此同时 , 通过替借贷者还清欠

款 , 修道院又获得了加雷文(Adam de Garewinton)、

博尔内(Nicholas de Borne)、霍克(Henry de Hok)等

人的地产。 22土地流转现象不但在肯特郡 , 在赫里

福德、伍斯特(Worcester)、林肯等地同样较为普

遍。

中世纪的英国 , 地产分配和占有仍然是社会

等级地位和权势的来源。而犹太人从事放贷业引

起的土地流转和集中无疑是在削弱王权的基础上

促进了贵族和教会实力的增强。换言之 , 教会和

贵族实际上成了犹太人所从事的高利贷行业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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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受益者。“(犹太人出售债务合同)这一现象致

使土地流转 , 破坏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土地所有

制。” 23而在那些失去了土地的中小地主阶层看

来 , 犹太人和大贵族 、教会一起掠夺了他们的财

产。 24地主阶层的这种不满的情绪也是导致 1258

-1265年间他们反对王权的重要原因。

为了限制贵族和教会实力的增长 , 安抚中小

地主阶层 , 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分别颁布了一

系列限制犹太人从事放贷业的法令 ,  25试图以此

来限制土地流转。 1234年法令规定 , 王室领地内

的佃户不许以土地作抵押向犹太人借贷。 261269

年的法令重申 , 不得以土地作抵押向犹太人借贷 ,

所有已经出现的借贷合约都予以取消。没有特殊

许可 ,任何形式的借贷抵押物都不许转移给第三

方。 27在 1275 年的法令中 , 爱德华彻底禁止犹太

人从事任何形式的借贷行为。 1269-1275年间的

禁止性法令 ,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犹太人从

事高利贷行业和由此引起的土地流转 ,但是也进

一步削弱了犹太人的经济基础。

在1275年的法令中 ,犹太人被授予进入商业

和手工业 ,并且可以短期租借农场的权利。 28爱德

华试图以此来改变犹太人的经济生活方式。但

是 ,由于城市行会本身所具有的排外性 , 以及基督

徒的偏见 ,犹太人根本无法进入手工行业。由于

犹太人没有与基督徒平等的地位 , 无法实行雇工

劳动 ,这也排除了他们进入农业领域的可能性。

为了生存下去 ,许多犹太人打着商品贸易的旗号

又开始秘密从事放贷生意 ,另有一些人则靠制造

伪币来生活 , 有的人甚至去拦路抢劫。 1278年 ,

犹太人铸造伪币的案件被爱德华一世发现 , 随之

而来的是可怕的报复 , 所有的犹太人住所都遭到

搜查 , 整个社区 ,连同一些被怀疑有类似行为的非

犹太人 ,都被投入监狱 ,大约有三百人被绞死。 29

事实证明 , 爱德华一世试图禁止犹太人从事

放贷业进而限制土地流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犹

太人在放贷业和土地流转市场依然保持的活跃行

为让爱德华做出了最后的选择。1290年 11 月颁

布的政府文书证实了这一点:“国王曾经颁布命令

禁止犹太人从事任何形式的放贷业 ,但是犹太人

蓄意以隐蔽的方式继续从事该行业 ,这是更为严

重的罪行……由于犹太人的这一背信弃义的罪

行 , 国王下令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离开他的领

地。”  30

爱德华一世改造犹太人政策的失败

中世纪时期 , 罗马教会千方百计地迫使那些

非基督徒 、尤其是犹太教徒皈依天主教。1179年

第三次拉特兰会议之后 , 天主教中涉及犹太人和

犹太教的教义有所改变。教会在强调天主教的正

义性和吸引力的同时 , 进一步贬低犹太人和犹太

教 ,这极大地推动了天主教徒在犹太教徒中间的

传教活动。 31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教会不惜采取贿

赂和威胁等各种手段 ,  32并且得到各国君主的支

持 , 尤其是英国。尽管对于当权者来说 ,犹太人的

财产是他们的主要兴趣之所在 , 但是犹太人的改

宗对他们来说同样具有吸引力 , 他们从来没有忽

视过这个问题。 33早在 1221年多明我修会就在牛

津的犹太社区中建立了一个接收犹太皈依者的地

方。 1232年 , 亨利三世下令在伦敦的档案馆路正

式建立一处宗教改宗所。犹太教徒一旦宣布接受

洗礼 ,就意味着他可能会失去原有的工作或财产。

而改宗所的建立不但为这些改宗的人提供庇护 ,

防止他们信念上可能出现的动摇 ,同时也保护他

们免受一些基督徒的恶意攻击。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 ,与历代国王一样 , 爱德华

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把异教徒转变为基督徒。他

认为 ,犹太人都生活在无知与罪恶之中 ,只要基督

教信仰受到威胁 , 他都会及时做出反应。在他看

来 , 只要犹太人放贷的利率不是很高 , 只要犹太人

没有威胁到基督教本身 , 他宁愿选择使犹太人同

化或者改宗 ,而不是使他们灭绝。 34为了吸引更多

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 ,他于 1275年下令扩大伦敦

犹太改宗所的规模。 13世纪 80 年代中期 , 宣布

新的皈依者只需将自身财产的一半上交到改宗

所 , 另一半财产可自行保留。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

一旦改宗就要上交所有的财产。在某些特殊情况

下 , 皈依者甚至可以保留原有的全部财产。 35爱德

华国王还对改宗所内部的管理进行调整。首先 ,

任命了一个教士负责这个机构 , 又从那些诚实敦

厚的皈依者中挑选出一两个人作为助手 , 这些人

主要负责皈依者的宗教礼拜活动。其次 , 鼓励皈

依者改变生活方式。无论他们想从事何种职业 ,

改宗所都会提供相应的帮助。除此之外 , 国王又

向改宗所提供财政支持 , 规定国库应及时向改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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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拨款。这些政策无不体现出英王对于改变犹太

人信仰的热切希望。

由于改宗所可以提供衣食及安全保证 , 在设

立之初很快就有少数生活贫困的犹太人接受了洗

礼 ,皈依基督教并且申请加入改宗所。但是从整

体上来看 , 统治者对改宗所的关注与实际的成效

极为不协调。自 1232年改宗所建立到 1272年亨

利三世统治结束的 40年中 ,曾经有 19个男性 , 21

个女性(其中包括 3个小孩)的名字出现在关于改

宗者的官方文件中。而改宗者也主要是一些鳏寡

孤独或者为生计所迫的人。“通常这些人会得到

社团内部的慈善组织的帮助和救济 ,但是由于社

团的境况日益恶化 , 社会保障系统无法运作 , 因此

要么改宗要么被饿死 , 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36即

使爱德华一世为改宗者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到

1280年皈依者的人数依然不超过百人。 1290年 ,

面对国王残酷的驱逐令 , 也只有 80名犹太人皈依

了基督教。 1290 年被逐时 , 犹太人的总人口在

1.6万人左右。 37由此可见 , 爱德华一世使犹太教

徒改宗的努力收效甚微。除此之外 , 犹太社团中

反对改宗的情绪一直存在。1290年 , 在几乎没有

暴乱先例的牛津犹太社区中 , 一个改宗的犹太人

在为改宗所收税的时候遭到了社团里的犹太人的

攻击。无独有偶 , 伦敦的犹太人也在同一时期激

烈地反对在圣克里门教堂中为一个犹太男孩举行

的洗礼。对于大多数犹太人而言 , 似乎所面临的

改宗的压力越大 ,他们坚守传统的意志反而越坚

定。

血祭诽谤与民众反犹情绪的高涨

在考察国王的驱逐令和长久以来在英国存在

的反犹情绪时 , 著名英国史学家特维罗伯(Trevor

-Roper)说:“没有任何一个君主会在缺少整个社

会的一致同意的基础上颁布大规模驱逐或破坏的

政策 , 大规模迫害的命令可能是由君主发布的 ,但

是没有整个社会的普遍支持 , 隔绝或驱逐的政策

是不可能出现的” 。 38政府最终的驱逐令在一定程

度上也受到了主流社会政治精英们的推动。

由于宗教传统的约束 , 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

的很多习俗都有别于基督徒。无论在何处定居 ,

他们总是自发地聚居在一起 , 自成一体。 39在这种

孤立的环境中 , 他们中间没有地主、自由农、农奴 ,

也没有人参加各种手工业行会。他们不参加城镇

或者郡区的会议 , 脱离各种基层组织。他们不像

基督徒那样周日去教堂守礼拜 , 领圣餐。他们在

周五的下午和周六的早上走进自己的会堂 , 用特

殊的语言祈祷 , 或者用一种奇怪的东方语调歌

唱 40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 ,如果社团中有人去世 ,

同胞们会把他葬在犹太人独有的墓地中。由于犹

太律法对饮食有特殊规定 , 日常生活中犹太家庭

中的食物从选材到制作都有别于基督徒。作为散

居的异邦人 , 犹太人所遵守的这些传统与习俗使

其与基督徒邻居显得格格不入。

普通民众常常因为对犹太人的嫉妒而不断掀

起反犹 、排犹浪潮。在 11至 13 世纪里英国发生

过不少针对犹太人的袭击和暴力事件。 41造成这

些暴力事件的原因 ,大多是由宗教狂热和人们对

于债务压力的反抗引起的。在这种背景下 , 血祭

诽谤(Blood Libel)流传开来。这实际上是一项专

门针对犹太人发出的指控。它以谎言的方式诬告

犹太人出于宗教目的 , 特别是为了获得进行逾越

节和其它犹太礼仪所必须的血水 ,秘密谋杀非犹

太人 ,尤是其以基督教男童为谋杀对象。 42

1144年 , 中世纪第一起血祭诽谤案发生在英

国。复活节期间 , 诺维奇城发现了一具尸体 ,事后

证实死者是一名 12岁的基督徒男孩威廉。 43虽然

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 , 但有人却说威廉

是被人偷走后卖给了犹太人 , 然后在逾越节之前

被杀掉了。这种传言立刻在基督徒中引起了巨大

的骚动 , 人们纷纷攻击犹太人的住宅 , 许多犹太人

被害 ,许多犹太人不得不抛弃家园和财产逃往别

处。最后由于斯蒂芬国王的及时干预 , 事态才得

以平息。在诺维奇出现这个先例之后 , 类似的事

件此起彼伏 , 对犹太人的污蔑和袭击也接连不断 ,

于是血祭诽谤变成了英国犹太人历史中的一种普

遍现象。 1168 年 3月 , 格洛斯特(Gloucester)犹太

社团在举行割礼仪式时 ,有人宣称 ,犹太人借此机

会抓住了一个叫哈罗德的孩子 , 在使他受尽残害

之后把他扔进了塞文河里。 1181年 ,伯里圣埃蒙

(Bury St.Edmunds)又报导了一宗类似的案例 , 这

次的受害者是罗伯特。而 1183 年布里斯托尔又

有一次类似的案件。而这些遇难的孩子都被尊称

为基督教的殉教者。

1255年发生在林肯郡的“小圣徒休(H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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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使血祭诽谤达到了高潮。这个案件与之前有

所不同的是情节上又增加了一条内容:称那个被

犹太人绑架的基督徒男童休在被杀害之前 , 曾被

犹太人用白面包和牛奶喂了 10天 , 并造谣说 ,英

国的犹太人几乎全部在那一天聚集到林肯郡观看

对男童施行的钉十字架酷刑。其实 , 把犹太人与

这件事扯上关系是十分勉强的。首先 , 休的尸体

刚发现还没有来得及对死因作任何调查 , 仅凭谣

言就断定是犹太人为了血祭而为。其次 , 休死亡

的时间是八月 , 离逾越节还差四个月 ,这在时间上

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最后 , 犹太律法中对饮食

有严格规定 , 犹太人不允许食用任何动物的血和

血制品。 44虽然这件事有许多疑点 ,还是引起了基

督徒们的愤怒 , 人们的反犹情绪被激发了出来。

为了利用这次机会充盈自己的国库 ,亨利三世亲

自审理此案 ,他首先杀死本案的唯一证人 ,然后逮

捕了社团中 91个犹太人 ,送到伦敦的监狱里 ,其

中18人被处死 ,并被没收全部财产。剩下的人只

有在交纳了一大笔赎金之后才获得释放。虽然犹

太人被放了回来 ,但是 ,基督徒对他们的敌视态度

丝毫没有改变。

据不完全统计 ,从 1202年至 1279年间 , 在林

肯、诺维奇 、伦敦等地相继出现七起较为严重的血

祭诽谤案件。频繁出现的诽谤案使犹太人对那些

无辜的孩子所犯下的“罪行”被人们不断地重述 ,

这就逐渐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塑造了犹太人“毒辣”

的形象。这使得民众更加认定犹太人就是邪恶力

量的帮凶 , 在他们看来 ,犹太人就代表了一种缺乏

人性的“恶魔”形象 , 而犹太人存在的本身 ,就是对

基督徒福祉的致命威胁。

还需要指出的是 , 发生在英国的爱德华一世

时期的大驱逐并不是偶然或孤立的突发事件 ,英

国的反犹情绪和反犹政策也经常受到欧洲大陆的

影响。 1265年 , 受到多明我会影响的卡斯提尔国

王阿方索十世颁布了一系列反犹法令 ,规定不许

犹太人建立会堂 ,改信犹太教的基督徒要被判处

死刑 ,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不能有来往等等。在

1269年至 1275年间 ,英格兰也出现了类似限制犹

太人的法令。1275 年 , 爱德华下令所有的犹太人

都必须居住在设立了犹太档案柜的城镇中。1276

年4月 , 诺曼底财政署下令驱逐居住在农村的犹

太人 ,这一招非常有效地使犹太人都集中到了城

镇地区。 1283年 ,法国又通过了一些限制犹太人

的法令 , 禁止犹太人修缮或重建会堂 , 犹太人必须

集中居住到城镇 , 烧毁塔木德等等。作为加斯科

尼领主的爱德华一世 , 毫无疑问地意识到了法国

国王对犹太人的态度。事实上 ,在 1290年大驱逐

出现之前 ,爱德华于1289年就驱逐了加斯科涅的

犹太人。

从 1066 年到 1290年 , 犹太社团在英国存在

的历史仅有 200年左右 , 英国在犹太人殉教的苦

难史中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45直到 17世纪中

叶克伦威尔默许犹太人进入英国 ,英国犹太社团

的历史才又重新开始。无论是从人数还是社会影

响来看 ,中世纪英国犹太社团都是很小的一个群

体 ,但是他们短暂的定居史却逼真而深刻地反映

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命运 , 也是中世纪欧洲犹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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