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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通报

(1994年 12月 31日 )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 ,从 1993年起每年进行一

次
“
优秀编辑奖″和

“
优秀编辑学论著奖

”
的评选活动。奖金由香港田家炳基金会提供赞助。1994

年的评选工作已经完成 ,现将获奖名单公布如下 :

周国均 (中 国政法大学)

薛应祺 (天 津师范大学)

白万柱 (内 蒙古民族师范学院)

上官书砚 (长 春税务学院)

董淮平(高 校文科学报文摘)

许周鹣(苏 州大学)

陈 忠(九 江师范专科学校)

陈 泓(平原大学)

万莲子(湘 潭大学)

梁南生(湛 江师范学院)

梁瑜霞 (西 安联合大学)

朱文显(四 川师范大学)

王文楷 (六 盘水师范专科学校)

徐 枫 (杭州师范学院)

“
优秀编辑奖

”
获奖名单

刘 斌 (北 京联合大学)

张祖彬 (河北师范学院)

顾荣佳 (辽 宁大学)

刘忠惠(克 山师范专科学校)

刘守安 (曲 阜师范大学)

翟东林 (安 徽大学)

洪峻峰(厦 门大学)

车 英 (武 汉大学)

向成国(吉 首大学)

韦俊谋 (广 西大学)

张 兵 (西 北师范大学)

张友树 (西 南财经大学)

李万安 (喀什师范学院)

李淑英 (中 回人民大学)

褚高峰 (山 西财经学院)

陈淑魁 (东 北财经大学)

刘志远 (上 海财经大学)

王政红 (南 京师范大学)

郁建民(杭州商学院)

王振铎 (河 南大学)

江鹏九 (江 汉大学)

翁奕波 (汕 头大学)

段立文 (西北政法学院)

汪增春(青海省委党校)

华世鑫(云 南教育学院)

沙宝祥 (东 北师范大学)

“
优秀编辑学论著奖

”
获奖名单

1、 著作 :《 社科期刊撰稿和编辑规范十二讲》  张积玉主编 (陕 西师范大学)

《现代编辑排版概论》  王洪友编著(深圳大学)

《影视编辑学》  张晓菲(河南大学)

2、 论文 :《 编辑审美论》  邵京起 (辽 宁师范大学)

《社科编辑信息加工的基本原则》  张秀红 (辽 宁师范大学)

《论高校文科学报的
“
编辑学者化

”》  张振兴 (吉 林大学)

《学术出版属性及管理探索》  靳霞瑞 尹玉吉 (石 油大学)

《编辑判断性思维探析》  曾奕禅 曾红灵 (南 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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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研究的角度与方式要有所改变》  陈晓菲(杭 州大学)

《
“
编辑

”
探源》  尤红斌 (上 海大学)

《从接受理论看学报编辑的再创造》  易小明(吉 首大学)

《毛泽东早期编辑活动的渊源、特点和历史地位》  孙景蜂(河南师范大学)

《毛泽东编揖思想在新时期的拓展》  陈其相(长 沙电力学院)

《社会主义出版社文化与价值规律》  周涤尘 谢珩(湖 南师范大学)

《地域性与师专学报的改革》  毛曦(西 安联合大学)

《学术编辑活动的学术性与学术编辑的学术素养》  刘莘(重庆师范学院)

《〈诗经)的编者及其编辑思想臆说》  许廷丘(重庆师范学院)

情系中华文化 ·泽被士林学子
——田家炳先生捐资助学记略

香港著名实业家田家炳先生,出 生于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一个书香世家,对中华文化情有独

钟。在他的商旅生涯中,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把儒家的道德精华与西方现代

化的经营管理思想相结合,以
“
诚

”、
“
信

”
享誉商界,形成良好的

“
声誉资本

”。

田家炳先生以弘扬中华文化、振兴教育为职志,一片报国丹心,一副古道热肠。他毅然把价值

逾 10亿元的 4幢工业大厦的权益全部拨入田家炳基金会,广泛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尤为注重教

育,沾溉士林。捐款以亿元计。

在香港,有一批以田家炳命名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图书馆和其它社会福利项目。在香港中

文大学,捐资 2500万元设立学术研究发展基金及中国教育发展基金。在台湾,捐资 5000余万元

成立田家炳文教基金会,每年为全省大专院校品学兼优的学子颁发奖学金,定期举办各类学术讲

座,提高民众的文化道德水平。

田氏造福桑梓 ,在大埔县、梅州市和广州市捐资兴建各类学校、电视转播台、教育台、梅州市

嘉应大学科学馆、家炳园、嘉应教育学院教学大楼、艺术馆、广东省教育学院综合大楼等 ,受捐单

位 100余家,大小项目200多个。1994年 ,仅在大埔县以田家炳命名的项目落成剪彩的就有 23

项,奠基的有16项 。目前,田家炳先生正通过香港各大学教育学院及大陆教育界知名人士商洽在

祖国各省会多办几所中学及其它有关教育项目。如此博施济众的抱负,真可谓
“
善业遍神州?。

田家炳先生以中华文化、传统美德治家修身。他认为,生为中国人,必须先学好中华文化 ,继

承祖国优良的文化传统,这是炎黄子孙的根。他的五子四女都是先进中文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 ,

再到美、加接受专业教育 ,以 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他以
“
施比受更有福

”
、
“
独乐不如众乐

”、
“
留财与子孙,不如积德与后代

”
等古训为座右铭,生活俭朴 ,安步当车,神清体健。他爱国爱乡、扶

教助学的嘉行盛德,虽贤声远播 ,遐迩钦崇,但谦逊自持,淡泊为怀,堪为世人矜式之楷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