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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诚聘野曲江学者冶特聘教授尧讲座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创建于 1944年，坐落在世界历

史文化名城西安，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
学。学校设有 20个学院，两个基础教学部，有 12
个博士后流动站、1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
个专业学位博士点（教育博士）、103个博士学位
授权二级学科，有国家重点学科 3个和国家重点
（培育）学科 1个，有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
学研究基地 2个，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 1个，国家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基地 1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学重点研究
基地 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 3
个。为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现面向海内外招聘
“曲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

一、设岗学科
文艺学、中国古代史、教育学原理、物理化学、动

物学、基础数学等学科，符合招聘条件的其他学科。
二、招聘条件
（一）“曲江学者”特聘教授的招聘条件为：
1. 道德高尚，学风严谨，为人正派，具有团结

协作精神及相应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能够全
面履行特聘教授的岗位职责。

2. 具有博士学位，国外应聘者一般应担任高
水平大学副教授及以上职务或其他相应职务，国

内应聘者应担任教授或相应职务。
3. 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胜任本学科核心

课程的讲授任务，学术造诣深厚，在科学研究方面
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

4. 具有发展潜力，对本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工作有创新性构想，具有带领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
赶超或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或国际先进水平的能力。

5. 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自然科学类 45周
岁以下，人文社会科学类 50周岁以下。特别突出
和紧缺的人才，可适当放宽年龄要求，但不超过
55周岁。

6. 保证聘期内每年在受聘岗位工作时间在 9
个月以上。
（二）“曲江学者”讲座教授的招聘条件为：
1.热心为学校服务，科学道德高尚，学风严谨。
2.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国外应聘者一般

应担任高水平大学副教授及以上职务或其他相应
职务；国内应聘者应担任高水平大学教授职务或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研究员职务。

3.学术造诣高深，取得国际公认的重大成就，
在国际上本学科领域具有重大影响。

4.年龄原则上自然科学类 50周岁以下，人文
社会科学类 55周岁以下。

5.能够全面履行讲座教授的岗位职责，保证
聘期内每年在校工作时间不少于 2个月。
三、支持方式
（一）“曲江学者”特聘教授的支持条件：
1.实行年薪制，年薪标准 20万元 /人。年薪

按月发放，发放标准为平均月薪的 80%，其余 20%
的年薪待 5年聘期考核合格后，一次性发放。

2.根据工作设想和聘用合同，提供一次性科
研启动经费 20万 ~80万元。

3.提供科研所需的办公条件，并可根据工作
需要再提供一定数量的实验室建设费，安排招收
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

4.为校外获聘者提供不低于 120 m2的公寓式
住房以供租住。聘期满，工作成绩显著，愿意留校
工作、且人事关系转入学校者，提供 160m2~180m2

的校内集资住房一套（全职工作满 8年后与校内
其他职工享受同等的住房产权政策），并享受总额
相当于当年模拟产权房价 60%的购房补贴和安家
费 5万元；安置配偶工作，解决未成年子女入学。
以其他方式解决住房问题的，购房补贴和安家费
标准另行研究。

5.在聘期内须以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身份
从事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取得的成果须以

陕西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聘期内取得的
业绩可按《陕西师范大学业绩津贴分配实施办法
（修订稿）》享受业绩津贴。
（二）“曲江学者”讲座教授的支持条件：
1.提供每人每月 3万元生活补贴，按照实际

工作月支付；
2.提供免费公寓；
3.提供科研所需的办公条件，并可根据工作

需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科研经费；
4.提供每年一次往返学校的国际或国内旅费。
四、招聘程序
1.有意申请者请填写《陕西师范大学“曲江学

者”申请表》（下载网址：http://rsc.snnu.edu.
cn/download.asp?class=3000）并按要求提供附件材
料，发至我校人事处（同时将申请表电子稿发送到
下面的邮箱：rcb@snnu.edu.cn）。附件材料包括（请
装订成册）：
（1）附件材料目录（须标注页码）；
（2）推荐表中列举的所有科研项目、获奖及

专利情况的证明复印件；
（3）5篇重要创新性论文的全文及其刊载杂

志封面、目录的复印件，以及推荐表中列举的其他
代表性著作封面、目录和论文首页复印件；

（4）推荐表中列举的 SCI、EI、SSCI、CSSCI
收录以及论文他引情况的证明（原件，须经有关检
索机构盖章。国外申请者有困难时可以不经过检
索机构盖章）；
（5）申请人在国外任职或在国内担任重要职

务的任职证明；
（6）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承担责任的证明以及

作大会报告、特邀报告的邀请信或通知复印件；
（7）学历、学位、职称证书复印件及本人的联

系方式（电话、E-mail）；
（8）2名同行专家的推荐信；
（9）列出 5~7名申请人认为本领域最有影响

的人（包括姓名、职务和任职单位）；
（10）其他可以证明申请人学术水平和学术

影响的相关材料。
2. 学校学术委员会按照规定条件进行评审。

学校教师队伍领导小组根据校学术委员会评审意
见择优确定人选，公示无异议者，正式聘用为学校
“曲江学者”特聘教授或讲座教授。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陕西师范大学人事处 杨老师 吴老师
联系电话：+86-29-85310455

+86-29-85310456
传真：+86-29-85310359
E-Mail：rcb@snnu.edu.cn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号
邮政编码：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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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之含义，如今已随语境而定。拥
有民俗学和自然科学含义上的双重身份：既
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久远
节日，更是一个天文学上的重要时间节
点———节气。

节气，是古人根据观测日影，在一年中定
出二十四个节点，每一点指代的那天，即被唤
作一个节气。在 365天的周期中，如果以立春
为起始，清明就是第五个时间节点了。

这每一个时间节点，对应现代天文学，就
是地球位于绕日轨道上的特定位置。而我们
的先人，则通过影子的变化，实现了对时间节
奏的把握。

竺可桢在他的《论新月令》里考证说：“四
季之递嬗，中国知之极早，二至、二分，已见于
《尚书·尧典》，即今日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是也。”

四季更迭，皆因赤道与太阳间存在夹角。
一年中影子最长的那天，被古人冠名为冬至，
此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位于黄经 270度；影
子最短之日则被称为夏至，正是太阳直射北
回归线之时。而春分、秋分正好将“二至”平
分。

及至把 4个时间节点再等分成二十四节
气，粗粗一算，已逾千年。在汉高祖刘邦之孙
刘安编的《淮南子·天文》中，第一次提到了清
明：“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

而在二十四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
的，只有清明和冬至。

其实，从节气的清明演变成节日，并不是
历史的偶然。施爱东博士将其解释为“文化节
日对时间符号的让步”。

现在我们知道的许多清明习俗，其实来
自寒食、上巳二节。

寒食节，冬至日后的 105天，清明前 3
天。

这个灭火冷食的习俗，可能由晋文公纪
念介子推而来。
据载，这位春秋霸主论功行赏时竟遗忘

功臣。甫一想起，介子推早已携母隐居。于是
文公焚山逼子推露面，未料子推抱树而死。文
公下令禁火寒食，以寄哀思。自此相沿成俗，
有了寒食一节。

杜甫诗“三月三日丽人行”中的“三月
三”，其实是上巳节，这同样是个盎然春意的
节日。

不过，在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少年分
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中，它已经与寒
食、清明混在一起了。

施爱东诠释说：寒食、上巳等文化节日可
随时代不断变迁，当它们遇到由太阳运行和
数学分割而产生的时间符号“清明”时，“可
变”最终让渡给了“不可变”，三个春天的节日
最终简化、合并成了一个“清明节”。

而清明这个节点对农业的稳定指导作
用，更巩固了它的“不可变”。

稍加留意，便可发现，上巳“三月三”在阴
历中日期是固定的，而清明则循无定日。相
反，在现代公历体系中，它却基本固定在 4月
4日到 6日之间。
阴历、阳历和农历的纠结，是回答上述问

题的关键。
对于古代普通百姓，月亮无疑是使用起

来最简单的历法，抬头即得。朔、望、晦经历一
轮，就轮回一月；每 12个月，就易一次寒暑。这
种月亮历，就称为阴历。

相反，以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为坐标的
历法，则是我们通称的阳历。遗憾的是，月亮
的 12次盈亏，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并不
完全匹配，整整少了 11天。

仍使用阴历的伊斯兰历，一年只有 354
天。它的 34年，只相当于公历的 33年。也就是
说，在伊历九月中封斋的穆斯林，在每个 34年
的循环中，将体会“不饮不食”在春夏秋冬的
不同感受。

而重视农业的中国人，是不允许历法和
季节、农时发生错位的。因此，自夏朝起使用
的农历，就是“阴阳合历”。同时兼顾庶民的计
时习惯和对农时的指导作用，并采取“三年两
头闰”，补足阴历与阳历的 11天之差。

而“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个太阳位于
黄经 15度的时间节点，在农耕文化中有重要
的象征和实际意义。

而此时的物候，正是“万物至此，皆洁齐
清明”。

今日之清明节，其英译可为“扫墓
节”了。然而，时令、文化、风俗上三节合
一的清明，唐宋以来，就多有游艺，并不
特为扫墓和追思之日。

直至明嘉靖年间，此现象还仍有记
录。今人可从明《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
卷中管窥一二：“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
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舞盘及诸
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

随着时间流逝，游艺渐次退出。清明
的文化符号，渐剩添土追思和借墓踏青。
而“清明雨”，也同时嬗变成了愁思与缅
怀的心灵寄托。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虽然被质疑是杜牧伪诗，但这场妇
孺皆知的“清明雨”，正是靠着凄凉、忧伤
的雨中白描深入人心。

在追思先人的日子，“清明雨”绝不
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毕竟，天气状况和人的情绪息息相
关。阴雨连绵之时，人体分泌的松果激素
增加，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减少。

而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可以促进神
经兴奋和细胞代谢。因此，春光明媚常常
使之精神振奋，淫雨霏霏则令人忧郁不
悦。

除了生理层面，“清明雨”还在文化
和心理层面充满悲意。

环境心理学认为，人和“雨环境”之
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联系，更
兼心理上的联系。换言之，人如何看待、
想象和感知环境，反向决定着环境对人
的影响。

心怀悲戚之人看待清明细雨，会赋
予眼前淅沥一层悲凉。而乍暖还寒的清
明，冰冷的细雨滴落肌肤，更加剧了触感
对已植入的这种心理意象的响应。
《清明》的妇孺皆诵，更是给人们植

入了“但逢清明，即雨纷纷”的心理暗示。
不过在江南，南宋词人吴文英“听

风听雨过清明”仍是千年来江南清明气
象的写照。

原来，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
日平均气温攀升到 12摄氏度以上，东亚
地区的大气环流已开始实现从冬到春的
转变。此时，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逐渐
减弱，东南方海洋上空的暖空气开始活
跃北上。

四月初的江南、华南上空，正是是冷
暖空气往来频仍、势均力敌的相持区域。
冷暖空气在此发生冲突，因此，出现绵绵
细雨便也不足为奇。

另外，江南、华南一带的空气，随气
温渐升携带水分较多，而清明前后，正是
此地区低气压频现之时。

这些被称为低气压的气团，中心较
周围气压低。这样，四周的空气会不断向
中心流动，形成上升气流，有利于将水气
带至高空。水气遇到冷空气逐步凝结形
成厚云，从而呈现出清明附近阴沉多雨
的天气。

即使在“春雨贵如油”的广袤北方，
清明降雨也有一定概率。这时，自我心理
暗示对“雨纷纷”概念的产生就颇具贡献
了。

在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看来，暗
示是人类最简单、最典型的条件反射。

从心理机制上讲，“清明下雨”是一
种被主观意愿肯定的假设。在北方，虽然
降雨概率未必很大，但由于人们主观上
已肯定了它的存在，心理上便竭力趋向
出“清明就应该下雨”的结论。

插柳，作为清明节重要的文化
符号，历经唐宋元明清，似乎一直
没再衰微。这与寒食习俗截然相
反。
在南宋的京城，清明时节，屋

檐插柳已蔚然成风。
当时，家家都到西湖边上折

柳，甚至把湖边柳树都糟蹋得不成
样子了。故有诗人感叹：“莫把青青
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
柳树属于杨柳科，泛指其中柳

属、钻天柳属的 500多种植物。柳树
也有性别，可分为“柳男”与“柳
女”；柳花花序由若干朵小花组成，
被称为葇荑花序。
柔荑，在古时常被比作女子的

手，赞其温软、细滑。《诗经·硕人》
中描述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美目盼兮！”
借柔荑喻柳树之花，可见古人

对柳之爱。
每一朵柔荑小花发育成熟后，

花内的小蒴果逐渐裂开，带着种子
的白色柳絮，便漫天起舞。
柳是我国的原生树种，另外，

它也是我国被记述的人工栽培最
早的植物之一，甲骨文中就已有
“柳”字。

古人为什么选择清明时节折
柳枝插于门上呢？后人对此解释不
一，分歧颇多。
萧放博士有自己的见解。他以

为，古人选择柳枝避邪，主要因为
柳树是春季应时佳木，得春气之
先。在四野一片苍茫之际，柳树最
先吐出新绿。所以杨柳常常被用来
作为春天的标志。
而另一种说法似乎更具说服

力，也颇有实用意义。据载，有的地
方在清明时插柳条于屋檐，是用来
预报天气。而这样的说法正契合了
古谚“柳条青，雨濛濛；柳条干，晴
了天”之说。
更有意思的是，柳叶也不输给

柳条。夏秋时节，柳叶会在阴雨天
前变白，客串一把“天气预报员”。
仔细观察发现，其实并非柳叶

变白，而是柳叶在阴雨前会翻转过
来，其反面是浅绿色的，表面还带
一层“白霜”。
不仅如此，坟前插柳、沿途赏

柳也是清明的重要文化形式。他们
之所以容易实现，不得不归功于俗
语讲的“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
柳柳成萌”。
柳树方便扦插繁殖，以须柳根

生长为主。扦插即折取 2~3年生的
粗壮枝条，切成小段，插入土中。过
上一段时间，它就可以生出根来。
只要保证土壤湿润，扦插的成活率
极高，柳条会逐渐长成一棵小柳
树。
柳树扦插快速高效，属于“无

性繁殖”，正是“克隆”的一个典型
例子。
与目前高速发展的植物克隆

快繁技术相联系，今人只不过是将
古人的“柳条”换成了微型繁殖材
料单位（一叶一芽），实现了植物几
何式的高效快繁。

今年 3月底，每斤 8000元的头茬西
湖龙井，乘坐专机飞抵北京。
刚到元长厚茶庄的第一天，这批茶

叶就全部售罄。那些为了“拿得出手”的
顾客，其实在春节前就下了订单。
这些茶中宠儿，就是“清明茶”，特指

头茬新茶。清代《陇蜀余闻》中有这样的
文字：“蒙顶贡茶从唐至清，同千多年里
岁岁入官，年年进贡，以供皇室‘清明会’
祭天祀祖之用。”
不过，现在已不大听到“清明茶”的

提法了。不知何时，它已变身成为人人追
捧的“明前茶”。其实，“明前茶”仍指新春
的第一出茶，只不过将采摘时间提到了
清明之前。
入春后气温适中，此时新采之茶色

泽绿翠，叶质柔软；又经过冬季休眠，氨
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略丰富，口感鲜
爽；且春茶一般无病虫危害，不必施用农
药，茶叶未受污染。
除此，“明前茶”之所以最金贵，还有

另一重原因。
要知道，清明前气温普遍较低，发芽

数量有限，生长速度较慢，能达到采摘标
准的产量很少，“物以稀为贵”确为真实
写照。
是否清明节前采摘加工的茶叶都叫

“明前茶”呢？
原来，我国产茶区域广，可分为西南

茶区、华南茶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
台湾、海南等）、江南茶区和江北茶区。
西南茶区和华南茶区地处中国南

部，春天来得更早。每年春节，这些地区
业已开始采茶，待到清明，距离头茶采摘
已逾两月余。而江北茶区却不然。虽时令
已到清明，却还未真正开采。
因此，能真正称的上“明前茶”的，只

有江南茶区的第一茬绿茶。因为青茶（乌
龙茶）要等到鲜叶半成熟才开采，基本上
无所谓“清明茶”了。
而绿茶中所含的茶多酚，正是人类

抵挡辐射危害的一宝。苏联的士兵在很
多战役中，都被要求随身携带茶多酚含
片。
不过，在年产量能占到全国 2/3的

江南茶区，“明前茶”也经历着变迁。
随着气候变暖，春茶采摘时间越来

越早；而大棚技术更使茶芽早发。为了
“赶早”，如今的西湖龙井都在种植早熟
茶种“龙井 43号”。
其实，明许次纾在《茶疏》中就曾告

诫世人：“（采茶）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
雨前后，其时适中。”
被热捧的“明前茶”，现往往由人为

催生而早发，经过两三次冲泡就已变味。
而采摘略晚、同属春茶佳品的“谷雨茶”，
形态上已长成一芽两叶，所以香气比“明
前茶”更为浑厚。
“谷雨茶”，醇且香；“明前茶”，早且

嫩。
“清明茶”，在这春日露头的节气中，

被抽象出的文化符号大于饮用价值。人
们出于内心的审美需求往往遮蔽了其实
际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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