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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摇 言

自 ２００４ 年 《邓演达研究与资料》出版以来，广东邓演达

研究会每年都开展或大或小的学术活动，其中，较大的研讨会

有 ２００６ 年的 “邓演达思想的社会价值理论研讨会”，２０１０ 年

研究会换届暨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０ 年会围绕 “邓演达与农工党”

的主题而展开。每次研讨会都有几十篇文章。十年来，研究会

成员除了发表数部专著外，还有数十篇论文在报刊公开发表。

今天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就是研究会十年学术成果的

一部分。

论文集编辑过程中，我们对原文只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

统一了格式。对某些观点我们有不同看法，即与作者协商，如

作者坚持原观点，则尊重作者意见，不做改动。论文集中不同

作者不同文章有互相矛盾的观点，我们都保留。我们认为，这

是正常的学术辩论。研究会不是审判官，不可能也不应该下结

论。本着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不同的观点都

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判断。

研究会从 １９９６ 年起，出版 《邓演达研究丛书》。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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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已出版了 《邓演达诞辰 １００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 （１９９６）、 《回忆邓演达》 （１９９９）、 《邓演达文集新编》

（２０００）、《邓演达新论》 （２００１）。这四本书有的标明 “邓演

达研究丛书”，但未标顺序号，有的连 “邓演达研究丛书”都

没有标。直到 《邓演达研究与资料》（２００４）出版，才在封面

上标上 “邓演达研究丛书 （之五）”。按照这个排序，本论文

集 《邓演达与农工党》就是 “邓演达研究丛书 （之六）”。

翻开 《邓演达与农工党》，相信读者会感到对邓演达的研

究较过去是深入些，特别是在邓演达建党的理论和实践、建党

的特点，邓演达和中共的关系等方面，较之以往是深刻多了。

在其他方面，专家学者也有许多创见，有不同的见解就反映出

这一点。毋庸讳言，对邓演达的研究，无论广度和深度，都大

有拓展余地。邓演达生活、学习、考察和战斗过的地方，有的

研究者没有到过，有的相关资料不多，研究成果几乎是空白。

如俄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即使是国内的一些地方，如河南；

甚至在广东省，也有汕头市，曾是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所在地，

相关研究都很不够。从 ２００４ 年公布邓演达 ３１ 封家信之后，有

关邓演达研究的有分量的新资料很少，台湾党史馆的资料几乎

还未被利用，有关邓演达革命活动的报道，国内全国性的、地

方性的报刊也还缺乏系统地整理。邓演达和许多人的关系也是

值得关注的，迄今为止，邓演达与宋庆龄、毛泽东、周恩来、

叶挺、叶剑英、廖仲恺、黄琪翔、章伯钧、陈铭枢、蒋介石、

陈诚、鲍罗廷、铁罗尼等的关系，有的相关资料不多，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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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够。关于邓演达有待发掘的矿藏尚多。就研究的内容来

说，邓演达对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十分重视，有许多重要论

述。我粗陋寡闻，看过有关他对农民问题的文章，但是，这些

文章，都是着重对邓演达的理论研究，加以推论和联系，鲜有

和 “福建事变”、和台湾土改相结合的文章，据说这两件事是

邓演达农民和土地理论见之实际的真例。其他方面的内容，有

待深入地方实在太多了。总之，对邓演达的研究，还需要下很

大功夫，作更大努力。

由于论文集篇幅有限，不可能把十年里全体成员的学术成

果都收进去。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成果不得不忍痛割爱，这是

很遗憾的事情。遗珠难以避免，敬请谅解。

《邓演达与农工党》的出版经费，是由农工党中央提供

的。我们深深感谢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特别感谢农工

党中央研究室。长期以来，农工党中央研究室对广东邓演达研

究会给予全面地支持和帮助，研究室具体操办了本书的出版

工作。

本书编委会确定了编选原则和书名。黄济福、黄振位、崔

珏、刘强分别审读文稿，并就个别稿件和作者协商后，进行修

改。最后，由黄济福、崔珏、刘强统编全书。广州市社会主义

学院全体教师校对了全书清样。

书中的缺点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黄济福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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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的建党道路

黄济福

中国农工党自成立到现在，都公认邓演达是党的创始人，

是党的领袖。这和大多数其他的民主党派是不同的。之所以有

此不同，是因为邓演达在建党的活动中，作出了其他人无法相

比的巨大贡献，而这些贡献迄今都影响着农工党，其正确的原

则为农工党所接受。可以说，没有邓演达，就没有今天的农工

党。那么，邓演达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建党道路呢？本文试图就

此进行探讨。

一、一个转折———从改造旧党到建立新党

邓演达从加入同盟会开始，始终不渝地忠于孙中山先生的

革命思想。作为国民党左派，他长期忠于国民党的革命使命，

他拼杀疆场，浴血苦战。１９２４ 年，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

进行改组，确立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邓演达对此甚表赞

同。他说：“本党改组以后，党的面目和党的工作都比之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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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大的进步。但这个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乎能把我们

的奋斗目标向着大多数痛苦的民众。此目标既定，党的组织工

作和方法，便都和前时不同，这就是本党改组的根本意义。自

从改组以后，本党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格外鲜明起来，为一

般民众所认识。”［１］

但是，国民党在改组前后，都存在许多缺点，邓演达和一

般国民党成员不同的是，他早就思考着这些问题。他思考着

党，更思考着自己。１９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他在给张难先的信

中，说明自己为什么辞职出国求学， “达之行已决于五年以

前，屡次决行，终为时局所牵不能去，譬如久羁之囚，蓬首垢

面，垂头丧气。早已渴想新鲜空气及美丽光明而不得，时时痛

心。……天下未有不学而闻能成功者。吾党至今飘摇，岂有他

故？无真实人材为之也。达自问此行为出于至坚至诚之心志，

而愿随求真求美之热诚欲望效其死力。方今扰攘岂遂为极，恐

十年之后其困难教昔尤加。然则达学稍有可述之年，即可挺身

以出，为国尽力。”［２］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他给妻子的信中说： “我此次辞去一切

来德国，也就是因为要研究革命的道理，并且研究使百姓明白

革命道理的法子。”［３］５ 月 １７ 日，他更详细地说：“我此次离开

广东革命政府，抛弃了我所担任的职务，一心一意的来德国、

俄国。是因为历年来我们的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未有办

好，所以革命的事情总是做不出，只有那般虎狼似的军队，以

及那班替商家说话的文官讲话，所以百姓的痛苦也是一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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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总得不到解决的法子。我在军队里奋斗，也是因为觉得

革命的法子未有做好，屡次觉得非改变法子不能成功，不能再

往前去做。所以第一回抛弃了第三团到黄埔去教学生。以后在

黄埔觉得还是得不到好法子，并且革命的道理还不十分明白，

所以决定到外国来，我现在决定学的，是革命的道理同革命的

法子。”［４］

邓演达认为：“国民党所以虽然有三四十年长久的历史而

不能成功，就是因为革命的道理不能叫百姓明白，而且革命的

法子不好，不但不能将 ‘党的目的’达到，而且时时做出同

‘党的目的’相反的事情出来，所以不能成功。”［５］即使这样，

他仍然忠于国民党。他认为：“中国今日的生死关头，就是看

国民党能否发达，能否将工人、农人联络起来做革命的事

情。”［６］而他自己，“是要做革命的事情的。革命要听党的指挥

和命令，不能行动自由的。”［７］ “至于我自己的事，是早经定

着了的，我以后的生命，就是党的生命，绝不是家里头的

人。”［８］这就可以理解，当国民党需要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回

到国内。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遇刺，西山

会议派猖狂活动，分裂国民党，他感到国内 “形势日非，革

命前途堪虞”，就毅然决定回国。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当

选国民党后补中央执行委员，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育长。其

后，他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身份，参加北伐，直到第一

次国内战争失败，他都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国民党的忠贞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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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但是，在实践中，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的缺点并

与其作不屈不挠地斗争。力求再次改革国民党。但是他的一切

努力都失败了。他这才下决心，另组新党———国民党临时行动

委员会。

他对黄埔军校的同学说：“我们要明了我们的党是非常涣

散的，我们要应时代的要求来做重新组织的起点，一方面又要

改正党的缺点，更要认清我们使命是代表民众谋利益而冲锋

的！”［９］他在总政治部会上指出：“我们党的组织力太薄弱……

内部力量弱，敌人就容易乘隙混入，这是很危险的。”［１０］从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起，围绕迁都问题，蒋介石等和在武汉的大多数

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发生争执。首府设在武汉还是

南昌，一地之争本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党中央的决议，是党指挥

军队，还是军队指挥党。虽然最后以武汉为首府，但是出尔反

尔的蒋介石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以做大。邓演达参加并领

导了党权运动。他在为 《汉口民国日报》写的评论文章 《现

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１９２７． ２． １７）中，他明确地指

出：“党目前的矛盾问题，不是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

而是我们中国国民党自身的矛盾问题。” “中国国民党过去的

工作无法自行发展、自行振作。”［１１］ “目前的争斗，是恢复党

权、增进党权，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

功与失败之争。”［１２］他在多次讲话和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揭露

“现在我们的中央完全为老腐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他们根

本就不了解民众的痛苦，所以，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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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思想的势力”。［１３］ “现在我们党的成分，一部分是半封建

分子，他们是和土豪劣绅、地主、贪官污吏站在一边的”。［１４］

“本来党是我们最高的领导，我们无论什么事情，都应该拿到

党内来解决；但是现在不同了，有许多事情，通通不拿到党

【内】来解决，不拿到政府来解决，只凭一两个人私自任意办

理。”［１５］他在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的一次讲话中，开门见山地说：“自

去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后，国民党的地位非常危险，只见有党军，

不见有党员；军权逐日提高，党权逐日降落。”［１６］４ 月 １２ 日，

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屠杀工人、屠杀共产党员，封闭总

政治部上海分部，通缉邓演达。随后数月，邓演达和武汉方面

的左派人士做了坚决的抗争，但是，在武汉，以汪精卫为首的

国民党中央却逐步右转，在 ７ 月 １５ 日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告失败。

邓演达以改革挽救国民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他这才

下决心，抛弃一切权力和地位，另组新党———国民党临时行动

委员会。邓演达在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

治委员会第 ３３ 次会议后，发表了 《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

在告别书中，他指出：“我以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

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做去，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

———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国民革命。不幸到了今

日，总理的三民主义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前时有了蒋介石

的屠杀农工群众、屠杀忠实党员，藐视总理的主义和政策，所

以我及一般的同志们都主张讨伐他。现在正在进行北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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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当中，我们的中央各同志也发生了不幸的变动。前时主张讨

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

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

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

政治工作是党的权威，现在也是无理的受尽一切屈辱和遭值意

料外的蹂躏。……我因为这个，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但

是，邓演达明白无误地表示，他 “准备着争斗”［１７］。

早在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９ 日，国民党中央就在共产党员吴玉章

主持下，召开高级干部会，针对蒋介石的行径，发表宣言，提

出反对独裁，扶助农工运动，并组成吴玉章、邓演达等五人的

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斗争，提高党权运动的领导机关。

后来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可能和这个委员会的名称有

关。邓演达在武汉时就考虑过建立新党的问题，他和谭平山、

彭泽民、施复亮等，探讨建立第三党的有关问题。他主张沿用

国民党的名称，纳入共产党的纲领，建立一个新党。为此他并

且做了一些建党的准备工作。“重新组党的思想是邓演达在武

汉时期就有的，丘学训听他谈过此事。当时不具备条件，形势

危急也不允许这样做。现商议重新组党 （指建立中华革命党

———引者注），丘学训便告知大家：邓演达留了一笔钱作活动

经费。他们找到 ‘断金学会’会员季方，由他设法取出 ２０００

元作为组党经费。”根据邓演达的秘书丘学训的回忆： “由邓

起草的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发表的 ‘对中国及世界

民众宣言’一文应是他离开武汉出走前几天写的，他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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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面还有他们三人的签名，我想不是到莫斯科才写

的。”［１８］这段话说明邓演达在武汉时期，在迁都之争，加强党

权运动中，就有了建立新党的思想和行动。目睹蒋介石的叛

变，汪精卫的动摇，敏锐的他逐步从改革国民党向建立新党转

变。从思想而言，他批判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毫不掩饰地批评

国民党。他总结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失败的教训，指出：“（一）

没有组织；（二）没有党的领导……”［１９］他和许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讨论过组织新党的问题。直到他离开总政治部前夕，他嘱

咐大家认真学习，坚持革命，保持联系。“他那时已经有一个

雄心，想在革命进行中，寻找些可以结合在一道的同志”。［２０］

二、一个指导思想———历史唯物主义

邓演达是一个富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政治家，在纷繁复

杂、瞬息万变的军事斗争中，他必须实事求是，根据军情的变

化而变化；在千变万化的政治斗争领域，他既要有原则的坚定

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而这一切，都必须从社会的客观实

际出发。１９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中说：“吾人

必须承认社会是进化的，且进化之条件必须以事实为证

明。”［２１］他是一个天生的唯物主义者。否则，他就会遭到失败。

邓演达在寻找革命道理的过程中，深深感到必须有一个观

察世界、观察社会的指导思想，为此，他刻苦攻读，博览群

书，熟悉中国的历史，爱好钻研理论问题。早在保定军校时

期，他除了学习军事，有空就学习德文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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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在北伐期间，戎马倥偬中，也挤时间读书。郭沫若回忆

北伐时说：“择生喜欢读书，在北伐的途中他读着布哈林的唯

物辩证法的德文译本，始终不断，通读了一遍。”［２２］

他十分重视这个世界观问题。他第二次到德国就病倒了，

尚未出院，就于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 ５ 日，在致季方信中，提出必须

抛弃老庄、儒学、佛教、基督教的唯心主义， “而代以新的、

‘人’的、社会的、乐观的、有希望的人生观社会观。……这

个思想上的战线，我们新党的领导者必然要加一番彻底的研究

和彻底的认识，才能配做新党的信徒，才能负担改造中国的使

命。”［２３］他曾广泛地学习德国的哲学，当时的德国大学流行的

是康德哲学，邓演达多少受到康德的 “实在论”的影响。可

贵的是，他通过自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

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６ 日，他

通知在国内的同志，说；“太朴兄月底动身回来，附其带回我

最近的思想系统和政治见解一长篇回，或者可以翻印付各友一

览也。”［２４］这里说的 “思想系统”“一长篇”，很可能就是当年

出版的 《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根据》一书，遗憾的是，迄

今为止，此书仍未能找到。目前只能根据 １９３２ 年出版的太任

先生撰写的 《择生同志的思想轮廓》，在此文中，太任 （太任

很可能是邓演达的战友郑太朴和罗任一两人的联合笔名———本

文作者注）大量引用邓演达原著的文字，让我们得以窥见邓

演达的主要思想。太任认为：“就社会思想上说，择生同志大

体上是接受马克斯 （马克思的旧译———本文作者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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