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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邓演达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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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学者在国内外邓演达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收集新资料、提出新见解、拓展新领域，在邓演达研究方面

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从研究概况、既有研究领域出现的新观点和新分析、一些新领域的开拓等方面对

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介绍，以反映邓演达研究的深化和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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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概况

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国内学者开始收集整

理邓演达资料并对邓演达的思想进行研究①。新

中国成立后邓演达研究陆续推进，中间曾因社会

政治环境的影响有过停顿，但伴随改革开放时代

的到来，这一研究重获生机。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国内大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②，这些成果对邓

演达思想生平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产生了一定

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上述研究的

基础上，借助包括新发现的邓演达家书和电文在

内的各种史料，沿用文献收集研读和比较法等传

统方法，继续探讨邓演达思想生平，取得丰硕成

果③。广东邓演达研究会多次举办学术会议，如

２０００年９月在邓演达家乡广东省惠州市举办“邓

演达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日本以

及祖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学者在会议

上提交论文４６篇；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在广州举办“邓

演达思想系统以及核心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３年３

月在广州举办“广东邓演达家信研讨会”。此外，

还在广州举办过几次年会，每次会议都征集到不

少有价值的论文，这些学术交流推动并丰富了对

邓演达的研究。

二、既有研究领域出现的

新观点和新分析

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国内学术界热衷于研

究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或

平民政权）、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农民问题

等方面的思想以及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

问题。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继续研究这

些领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或进行了一些新分析。

（一）关于邓演达思想体系及其平民革命理论

体系

王夫玉将邓演达思想体系概括归纳为三部

分：第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这是他解决中国

问题的依据；第二，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这是他

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第三，中国革命的发展前

程———社会主义，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归宿。

邓演达思想具体表现为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

民族独立思想、军事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和哲学思

想等［１］。

曾成贵则专门考察流亡期间邓演达关于中国

革命的思考，尤其是探讨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体

系和革命方略形成的大致时间，梳理了１９２７年６

月至１９３０年５月邓演达在国外流亡期间进行理

论思考的基本内容，认为这一时期邓演达全面继

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有选择地接受马克思

主义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平民革命的理论体系

和革命方略，为其回国后正式组建中国国民党临

时行动委员会，开展平民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和

思想条件，基本奠定了这个政党的思想格局［２］。

（二）关于邓演达民族主义思想

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一些学者论及邓演达

民族主义思想时认为，邓演达关于民族问题的原

则与孙中山所阐述的原则是一致的，亦即对外要

求中华民族独立，对内要求各民族平等，邓演达还

“提出了国际反帝国主义联盟的统一战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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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国内学术界对邓演达的民族问题继

续研究。刘强认为邓演达民族主义思想属于典型

的“外生刺激型”民族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反抗帝

国主义、谋求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其主要内容

包括族裔型民族主义、集体化民族主义、承载民族

主义的主体阶层和反对不平等的世界主义等四大

内容。不同的民族主义往往会导向不同的制度建

构。邓演达对民族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对理解后

发展国家民族主义的特征和逻辑演进，对当代中

国民族主义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４］。

陶季邑在分析了孙中山和邓演达民族团结思

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后指出，邓演达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民族团

结思想，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

其民族团结思想存在一些不足，如孙中山在“五

四”以后开始抛弃建设“五族共和”、“民国合五族

而成”之类口号，而代之以“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

一个中华民族”、“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

民族”等主张，但邓演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却

仍然使用“五族共和”之类口号。不过邓演达在民

族团结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５］。

（三）关于邓演达民权主义尤其是建立平民政

权思想

邓演达在民权问题上通过剖析中国传统的政

治形态，指出了官民对立、人民与政权相隔离等封

建官僚制度的突出矛盾，进而提出民权必须以保

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强调民主的阶级性，主

张将政权彻底归于平民。邓演达将民权的实现建

立在国家权力和人民自觉的力量的基础上，努力

克服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西方代议制弊病，表现

了一种积极的探索精神，给后人提供了不少有价

值的思想资源［６］。

邓演达在建立平民政权的政治纲领中提出以

职业团体的代表组成全国各级政权机关的主张。

这种职业代表制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虽然有所涉

及，但都是将其置于平民革命理论的叙述中，很少

单独考察这一主张的形成过程，更没有探究其理

论形态与思想内涵。孙宏云撰文对邓演达职业代

表制的论述加以介绍，并重点分析其提出的政治

背景和理论渊源，讨论了邓演达对职业代表制实

现途径的思考，指出在实现职业代表制的构想途

径上，邓演达一方面认为中国尚处于前资本主义

阶段，另一方面又强调“党”对于职业团体的组织

与引导作用，主张通过“客观的阶级斗争”以造成

平民政权进而实行职业代表制［７］。

（四）关于邓演达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

一些学者认为，邓演达的民生主义亦即“社会

主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两者既有区别，也有

联系，具体而言，邓演达民生主义的宗旨是革封建

经济的命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

主义”［３］１４３。

２１世纪国内学术界对邓演达思想的研究涉

及邓演达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等重

要内容，如国家资本主义和对外开放等④。有学

者专门分析邓演达“社会主义”思想的苏联因素，

发现在邓演达有关社会主义的言论中，“或多或

少，或正或反，都有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子”［８］２５９。

“邓演达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某些成功经验的肯

定，某些失误的批评，某些创见的提出经受了几十

年历史的考验，更反映了他高深的理论素质，实事

求是的态度和敏锐的观察力，更令人佩服”［８］２６９。

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既超越了孙中山

的“发达国家资本”思想，又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经

济思想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孙中山的“发达国

家资本”思想在总体上仍然属于中国发展资本主

义的理论，而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则主张

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

义经济思想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对私人资

本主义进行改造，引导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

济的一种形式，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或半社会主

义性质的经济形式，而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则

是一种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一种国有经

济形态，以此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前

程”［９］。

李琪珍提出邓演达的对外开放观包括：敏锐

的政治开放观、务实的经济开放观和批评的文化

开放观。在分析邓演达的经济开放观时指出，邓

演达提出在国家有计划的调节与干预下，实行市

场经济，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调剂作用。邓演

达还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经济政策”：主

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尊重中国主权，遵守中

国法律的前提下，“国家应设置租营制度”等［１０］。

陶季邑从对外开放的原因和原则以及具体内

容等方面来对比孙中山与邓演达对外开放思想的

主要内容，认为邓演达对近代中国对外开放问题

作了可贵的探索，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对

外开放思想，并颇具国际眼光。历史没有给邓演

达提供实施对外开放思想的机遇，但邓演达的对

外开放思想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因为它顺应世

界发展潮流，反映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符合

国人要求实行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愿望［１１］。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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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邓演达农民问题思想

２１世纪学者们则进一步探讨邓演达关于农

民问题包括土地问题的主张⑤，并产生了一些新

看法。

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前后，邓演达的土地主

张明显处于激进与渐进的两难困境。究其原因既

离不开他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经历所带来的影

响，也离不开当时激荡时局下邓演达的武汉国民

政府要员和农民部长身份对他的制约，更离不开

他浸染于其中的民生主义思想的影响。孙中山的

民生主义在土地问题上的基本诉求是“平均地权”

和实行“耕者有其田”，基本策略是“从政治上着

手”，通过和平的步骤，实现“农民可以得利，地主

不受损失”，这两个方面规约着以后国民党，包括

邓演达在土地问题上的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１２］。

郭根山从四方面归纳了邓演达农民土地理论

的思想渊源：①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民生史观中

的合理成分；②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③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④太平天

国土地纲领的影响。邓演达的农民土地分配方案

中可见《天朝田亩制度》的痕迹，其借鉴了太平天

国的土地制度，这个看法在当时的学术研究领域

尚属创新［１３］。

（六）关于大革命后期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的

关系

有学者认为邓演达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未能

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其主要原因是：邓演达小

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观察问题的片面性以及当时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失

误［１４］。

朱新庸认为，大革命后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

之间的矛盾冲突实是源于两者在革命纲领方面的

差异。邓演达的 “平民革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

的 “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纲领”在有关反帝反

封建、推翻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实行土地革命、争

取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等方面基本一致，但

在理论上和政治主张上却有着多方面的分歧，其

中最为重要的是对有关中国革命动力对象、革命

政权的建设、土地革命纲领等问题上各自见解不

同。而这些分歧的根源是两者的理论基础完全不

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

“三个时期理论”为依据而制定的，而邓演达的纲

领则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１５］。

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之所以“有过亲密

的合作，也有过分歧的波折”，除了双方由于某些

误解引起的分歧之外，更多的还是共产国际的强

势干预和苛刻责难的压力所致。对邓演达这位坚

定的“左派”领导人物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对邓演

达及其领导的“第三党”政策过“左”、策略失当；对

邓演达及其“第三党”的定性草率、评论武断，是当

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处理与邓演达关系问

题上所应当认真吸取的历史教训［１６］。

李波从中国共产党政策演变角度分析中国共

产党对邓演达及其“第三党”态度演变的原因，指

出这一原因既有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理论准备不足

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左”的政策的影响，也与邓

演达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有关。邓演达及以他为首

的“第三党”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若干问

题的错误认识与主张，是导致中国共产党领导者

对其采取排斥态度的重要原因［１７］。

（七）关于邓演达生平活动

叶洪添利用新发现的邓演达家书，对邓演达

两次出国考察的思想发展轨迹加以描画：邓演达

出国考察的主要原因是为救国救民，通晓“革命道

理”和“革命方法”；邓演达出国考察的主要内容和

收获是革命思路更加清晰，思想境界得到升华，革

命献身精神更加坚定，为《政治纲领》的制定奠定

坚实的理论基础［１８］。

黄振位也通过邓演达的家书分析邓演达在德

国和俄国考察学习时的具体表现，认为邓演达当

时在国外学习，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学习

目的明确”、“富有学习恒心”、“革命意志坚定”、

“始终胸怀祖国”和“树立献身精神”［１９］。

大革命时期，广州的黄埔军校广为人知，而黄

埔军校武汉分校（后亦改称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却长期鲜为人知。袁继成的《邓演达与黄埔

军校武汉分校》一文专门考察了邓演达等对黄埔

军校武汉分校的建立和发展、参与反帝反封建斗

争、培养人才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所作出

的重大贡献［２０］。

陶季邑从《广州民国日报》上发现了大革命时

期邓演达的电文，包括１９２７年１月邓演达围绕蒋

介石视察武汉而撰写的４份电文
［２１］和１９２６年８

月至１９２７年３月邓演达分别致孙炳文等人或机

构的９份电文
［２２］。他利用这些新发现的电文考

证大革命时期邓演达的一些重要史实，如通过邓

演达对蒋介石视察武汉而撰写的４份电文，发现

学术界流行多年的那种邓演达在１９２７年１月中

旬（蒋介石视察武汉期间）就彻底看清蒋介石的反

革命本质，从此开始了与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

斗争”是不符合史实的，邓演达彻底看清蒋介石的

反革命本质应当是在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６日江西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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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期间。

三、一些新领域逐渐得到开拓

国内学术界在邓演达研究方面不仅考察一些

既有领域，而且努力探讨一些以前研究得较少或

根本无人问津的领域。通过对这些新的领域和新

问题的探讨使得此时期对邓演达研究的内容更加

丰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内学者们在学术研

究方面勇于求索的可贵精神。

（一）关于邓演达民主思想

２０世纪学者们在研究邓演达民权思想尤其

是建立平民政权思想时已经或多或少地涉及邓演

达民主思想这一问题，但并未对此进行专门研究，

而且他们往往只从政治层面来理解“民主”这个概

念。２１世纪一些学者则打破这种研究局面，亦即

专门研究邓演达民主思想，有学者甚至从多层面

来解读邓演达的“民主”。２０１４年２月，《广州社

会主义学院学报》就刊发３篇关于邓演达民主思

想研究的论文。

第一篇系冯永宁的《邓演达的民主理想与实

践》，该文赞扬邓演达一生追求崇高的民主理想，

是践行民主的模范和捍卫民主的勇士，指出：邓演

达在军队践行民主建军路线；在政权建设上坚持

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在民主建党上也开创了革命

新途径［２３］。

第二篇系叶洪添的《邓演达民主思想初探》，

此文从四个方面就邓演达的民主思想进行探讨：

一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是实现

人民民主的先决条件；二是建立“平民政权”是实

现人民民主的核心内容；三是建立社会主义，是实

现人民民主的最后目的和理想；四是民主意识渗

入社会生活诸领域，体现在经济民主、政治民主、

军事民主和文化民主方面，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

要保证［２４］。值得一提的是，叶洪添在此文中从多

层面来解读邓演达所谓的“民主”概念。

第三篇系黄振位的《邓演达民主政治思想的

含蕴》，该文认为邓演达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在当时

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有其社会

历史时代的特征。他的这一思想，是其国民革命、

平民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

富的内涵。包括民主政治是国民革命的使命；民

主政治的基础是民众；民主政治是平民革命的重

要内容。平民革命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就包括

民主政治的内涵，而民主政治也是平民革命的重

要诉求［２５］。

（二）关于邓演达哲学与文化思想

邓演达所说的“实事求是”并不是中国共产党

人和毛泽东思想里所说的“实事求是”，而仍沿用

古义，即严谨好学、务实求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因为在哲学的最高问题———世界本原问题上，邓

演达所表示出的是一种游移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之间、或超越于二者之上的二元论倾向。邓演

达哲学思想中的某些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在较大程

度上限制或妨碍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和思想方法。因此，那种根据邓演达使用过“实事

求是”这一概念，就得出他的“唯物史观已达到很

高程度”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２６］。

陶季邑深入分析邓演达文化思想形成的历史

背景，归纳邓演达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认为邓演

达文化思想基本上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但他又

指出，因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

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所以邓

演达文化思想并不完全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但

是其思想不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

位，而且在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过程中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２７］。

邓演达文化思想内涵丰富，他在革命斗争中

积极批判封建文化的封闭和专制，赋予传统文化

积极因素和现代内容；深刻批判帝国主义奴化思

想，否定“全盘西化”。邓演达文化思想的主旨就

是推行民族的、大众的、民主的“革命文化”，通过

革命的途径，以人民民主的新文化取代封建文化，

其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２８］。

（三）关于邓演达军事或革命战争思想

邓演达的建军思想和治军理论包括：“建立一

支来自农工的平民革命军队”，“军队必须接受党

的领导和指挥”，“政治训练是军队的生命”，“厉行

民主建军”，“运用哲学思想指导军事工作”。当然

其建军思想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⑥。

刘育钢从四个方面归纳邓演达的建军思想。

即：要革命就必须建立革命民众的武装以反抗和

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军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指

挥；政治训练是军队的生命，劳动训练当更为平民

革命军所心习；厉行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和军民一

致。认为其军事理论和思想是革命的、进步的，具

有合理性和前瞻性，其基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人

的建军思想不谋而合［２９］。

邓演达从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出发，结

合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战争实践，对战争的起因、本

质、作用、战争同经济的关系等，在理论上进行了

大胆的阐述和探索。邓演达明确指出战争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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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的方法和手段，军事力量是政治力量的

集中体现，而经济在战争中具有最终的决定性作

用，他还论述了组织平民革命军对进行革命战争

的意义，将中国资产阶级关于民主革命战争的理

论推到一个新高度［３０］。

（四）关于邓演达国家统一与外交思想

陶季邑较早地从国家统一思想方面分别探讨

了孙中山和邓演达对中国统一问题的原因、目标

或构想、实现统一方案或途径的看法，指出孙中山

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探索对邓演达探索中国统一问

题产生了推动作用。邓演达在中国统一目标等一

些具体设想上，与孙中山设想“民族统一”、“财政

统一”、“军事统一”等思想基本上保持一致，但邓

演达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孙中山的

中国统一思想［３１］。

陶季邑还对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邓演达外交思

想进行研究。邓演达外交思想在大革命时期初步

形成，大革命失败后不断丰富和发展。其继承和

发展了孙中山晚年的外交思想，顺应近代中国历

史发展潮流。其中的主要主张与后来的毛泽东新

民主主义外交主张基本一致，不仅对中国共产党

人进行新民主主义外交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建设中依然具

有一定的借鉴作用［３２］。

此外，还有一些新论题亦引人注意。王业兴

对此前几乎无人涉及的邓演达女权思想主张及其

形成的原因加以考察。概括了邓演达的“女权革

命”思想的主要内容，认为邓演达女权主张产生的

原因与２０世纪初中国出现的女权思潮紧密相关，

与２０世纪初女权思想内容密切相连，与２０世纪

初中国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联为一体，与其人

生经历密不可分［３３］。姚宏志将兴起于１９３６年秋

的“新启蒙运动”这个概念的认定向前追溯６年，

认为这一概念的首倡者是邓演达，体现在其１９３０

年１１月发表的《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

务》中［３４］。

四、结　语

国内学者们不断收集新资料，并充分挖掘既

有的资料，经过潜心研读，在邓演达研究方面取得

较丰富的成果，如出版多部专著，发表许多论文，

还围绕邓演达思想生平的某些问题多次成功地举

办学术研讨会。这些成果不仅继续考察一些既有

领域，而且努力探讨一些新领域，在海内外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

化了国内外学术界对邓演达的研究，也为日后国

内外进一步研究邓演达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目前，国内邓演达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

问题，如有关的资料不足，研究难以更全面而深

入；一些成果在观点和内容上显得似乎有些重复，

缺乏新意或新分析；有的论文证据或论述不大充

足；在联系邓演达思想的现实意义时，有些成果似

乎有些牵强附会，等等。但瑕不掩瑜，国内学术界

毕竟对邓演达做了不少有益的或开拓性的研究工

作：学者们颇有学术价值的观点、不断探讨新领域

的进取精神以及设法寻找新资料的各种努力；广

东邓演达研究会多年以来一直在推动邓演达的研

究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笔者认为今

后应深化邓演达研究：国内学者宜通过各种途径

加强邓演达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挖掘工作，包括前

往我国台湾地区和欧洲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德

国）寻找有关邓演达的资料；在研究和评价邓演达

时，坚持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既不夸大也不贬低邓演达的历史作用；在研读

有关邓演达的历史资料时，力图准确理解，不要误

读；在挖掘邓演达思想的现实意义时，不宜牵强附

会。

注释：

①章伯钧：《邓择生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中

华论坛社，１９４６年）；邓演达先生殉难十五周年纪念会：

《邓演达的道路》（１９４６年）。

②这一时期代表性成果有：杨逸棠：《邓演达》（广东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丘挺：《邓演达年谱》（海南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叶洪添：《邓演达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梅日新，邓演超，丘挺：《邓演达诞辰一百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梅日新，邓演超：《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等等。

③２０００年以来，在中国知网以“邓演达”为关键词搜

索，检索出相关主题论文２５０余篇。文集方面包括：梅日

新，邓演超：《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梅日新，邓演超：《邓演达研究新论———纪念邓演达

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七十周年》（华文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黄振位，黄济福，梅日新：《邓演达研究与资

料》（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等等。专著方面则有：马

烈：《农工先驱———邓演达》（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杨资元，冯永宁：《北伐骁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杨资元，冯永宁：《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黄振位：《民主党派的开创者：邓演达》（广东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樊振：《邓演达年谱会集》（中国言实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韩斯疆：《中日邓演达研究》（吉林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高萍萍：《喋血沙子岗的农工先驱：邓演

达》（南京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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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代表性的论文有周蕴蓉：《论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

想的形成》（《广东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５期）；宋连

胜，李波，王海胜：《论邓演达的社会主义观》（《社会科学

战线》，２００９年，第８期）；陶季邑：《孙中山和邓演达对社

会主义的探索及其启示》（《湖南城市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

第１期）。

⑤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智媛：《邓演达与大革命时期的

农民运动》（《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４期）；陈益元：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建构及

其思想基础》（《安徽史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王业兴：《孙

中山与邓演达解决乡村问题的思想主张及其影响》（《首

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⑥参见杨资元，冯永宁：《邓演达思想体系研究》（未

公开发表），２０１０年。

参 考 文 献

［１］　王夫玉．邓演达思想研究［Ｊ］．江苏省社会主义学

院学报，２０１２（２）：４７５２．

［２］　曾成贵．流亡期间邓演达对中国革命的思考［Ｊ］，

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１（１）：８７９２．

［３］　叶洪添．邓演达研究［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

版社，１９９３．

［４］　刘强．邓演达民族主义思想评析［Ｊ］．黑龙江民族

丛刊，２０１１（４）：２６３０．

［５］　陶季邑．孙中山和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及其启示

［Ｊ］．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１）：１００１０５．

［６］　崔珏．邓演达民权思想初探［Ｊ］．广东省社会主义

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２）：４０４２．

［７］　孙宏云．平民政权与职业代表制———邓演达关于中

国革命与政权的构想［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２）：７５８５．

［８］　梅日新，邓演超．邓演达研究新论［Ｍ］．北京：华文

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　杨攀．试论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Ｊ］．武汉

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４）：４３７４４１．

［１０］李琪珍．探析邓演达对外开放观的核心内涵［Ｊ］．

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１）：５１５４．

［１１］陶季邑．孙中山和邓演达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启示

［Ｊ］．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６）：８７

９３．

［１２］陈益元．在激进与渐进之间：邓演达在１９２７年革命

转折时期的土地主张［Ｊ］，社会科学家，２００３（６）：

１４６１４９．

［１３］郭根山．论邓演达农民土地理论的思想渊源［Ｊ］，

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５）：１２８１３０．

［１４］梅日新，邓演超，丘挺．邓演达诞辰一百周年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６：３０４３１２．

［１５］朱新庸．邓演达的“平民革命”与中共的“资产阶级

性的民权革命”纲领的比较［Ｊ］．广州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２００５（３）：６０６５．

［１６］叶文益．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考察［Ｊ］．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２）：１７３１７９．

［１７］李波．中共对邓演达及其第三党态度的演变与中共

统战政策的转变［Ｊ］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５）：８１０．

［１８］叶洪添．寻求革命真理 为救国而献身———邓演达

两次出国考察的思想研究［Ｊ］．惠州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４（１）：５７６１．

［１９］黄振位．民主革命派的开拓者：邓演达［Ｍ］．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４８５４．

［２０］袁继成．邓演达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Ｊ］．广州社

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８９２．

［２１］陶季邑．新发现的邓演达四份电文及其学术价值

［Ｊ］．红广角，２０００（１２）：３０３２．

［２２］陶季邑．邓演达电文再次发现及其学术价值［Ｊ］．

红广角，２０１２（８）：４７４９．

［２３］冯永宁．邓演达的民主理想与实践［Ｊ］．广州社会

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１）：８２８４．

［２４］叶洪添．邓演达民主思想初探［Ｊ］．广州社会主义

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１）：８５８８．

［２５］黄振位．邓演达民主政治思想的含蕴［Ｊ］．广州社

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１）：７８８１．

［２６］杨菲蓉．也谈邓演达与“实事求是”———兼论邓演达

哲学思想的局限性［Ｊ］．求实，２００３（３）：３５３７．

［２７］陶季邑．论邓演达的文化思想［Ｊ］．湖南城市学院

学报，２０１１（６）：１８２３．

［２８］温朝霞．邓演达的文化思想及其现代启示［Ｊ］．广

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１）：５９６２．

［２９］刘育钢．略论邓演达建军思想［Ｊ］．甘肃社会科学，

２００３（１）：１３３１３５．

［３０］李文平．简论邓演达的革命战争思想［Ｊ］．新乡教

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３）：１１１２．

［３１］陶季邑．孙中山和邓演达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探索及

其启示［Ｊ］．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３）：１０５１１０．

［３２］陶季邑．邓演达外交思想探析［Ｊ］．湖南城市学院

学报，２０１４（３）：９７１０２．

［３３］王业兴．邓演达女权思想探析［Ｊ］．安徽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４）：４３０４３４．

［３４］姚宏志．“新启蒙运动”概念的首倡者是邓演达［Ｊ］．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３．

［责任编辑　周　莉］

７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