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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4 年本科录取通知书设计图。

哈尔滨工业大学全媒体中心供图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蔡华伟蔡华伟

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在中国传统节日中，七夕节颇具浪漫色

彩。从动人传说到传统风俗，从手艺传承到创新表达，千百年来，七夕

文化以其独特魅力深度融入人们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并随着文

学、美术、戏曲等创作丰富着中国文化长卷。适逢七夕佳节，品赏古代

艺术中的七夕风俗，探寻七夕文化内涵，对赓续中华文脉有着积极的

现实意义。

注入浪漫文化想象

日月星辰寄托着人类的无限遐想。七夕节便源于古人对宇宙星

空的观察，可谓是仰望星空的节日。

作为星象，“牵牛”“织女”很早就出现在古代文献中。《诗经·小雅·
大东》便记述了牵牛星和织女星的位移，自此以后，典籍记载不绝如

缕，经由人们的浪漫想象，河汉象形也逐渐演化为神话传说，被赋予人的

情感，且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完善。在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白滩村出土

的东汉“牛郎织女”画像石上，就以星象与人物、动物组合的艺术形式，生

动表现了汉代的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其中牛郎、织女的形象已是人的样

貌。在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的渠树壕汉代壁画墓中，也出现

了星辰符号和拟人化的牛郎、织女形象组合图像。画面上，织女坐在

织机旁，牛郎则牵着牛，二人隔着云气纹所象征的河汉，颇有“盈盈一

水间，脉脉不得语”之意，也被赋予“男耕女织”这一社会生活内涵。

“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晋代形成了完整的七月七日牛郎

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为七夕文化注入新内涵。自此，以牛郎织女为

主题来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画面反复被描绘。比如清代《缂丝

七夕乞巧图轴》，用平缂、构缂等技法彩缂了七夕佳节牛郎、织女在天

上鹊桥相会，人间妇女对空乞巧等场景，将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连接

起来，彰显美好寓意。清代姚文瀚《七夕图轴》，也采用天上与人间对

应的构图形式进行立体艺术叙事，画面明丽工整，情节刻画丰富，除银

河鹊渡、乞巧活动外，更表现了男耕女织、祈求丰收等耕织文化，以及

古代教育体系中的“六艺”等表演性质的情节，为“七夕图”注入了更多

精神意蕴。

深厚的文化底蕴铺就七夕的节日色彩，使其充满浪漫氛围。在现

当代画家如傅抱石、戴敦邦等笔下，或以浪漫想象，或以现实描绘，表

现牛郎织女故事，丰富七夕文化表达。牛郎织女故事频繁出现在壁

画、中国画、年画等媒介中，实现了更广泛的文化传播。直至今天，七

夕文化所蕴含的内涵仍得到普遍认同，并借助各种形式被传递。

追求智巧美好愿景

七夕节又名乞巧节。巧是什么呢？《周礼·考工记》记录了“国有六

职”，其中女性擅长“治丝麻以成之”。女子向织女星乞巧便是希望自

己针线巧、心思巧。古代画家也多以乞巧入画，展现当时人们过七夕

的风雅生活。

一个“夕”字，把七夕节日的高潮定格在晚上。作为女红能力的象

征，月下“穿针乞巧”是最早的七夕乞巧方式。如东晋《西京杂记》记

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古代女子乞巧的地

点常在高楼上。在五代《乞巧图》中，能够清晰看到盛装的女子于露台

在月下穿针的乞巧仪式。画面中呈现了彩楼、筵席、针线、水碗、香炉等

一系列七夕乞巧元素，既体现了“治桑麻以成之”的女性技能特点，也彰

显她们对智巧的追求。明代仇英《乞巧图》，更是以宏大场面、繁复细

节，为观者呈现了女子们供奉荷花、陈书曝晒、品书闲谈、对月穿针、吃

巧果等乞巧仪式和场景，女子们自信优雅，成为历史的生动写照。

明清时期，盛行“投针验巧”的乞巧风俗，这是“穿针乞巧”的变体，

故在明清时期的“七夕图”中，多绘有“投针验巧”活动。比如清代《四

时欢庆册》之“针楼乞巧”中，女子们站在高楼上，围着一个水器站

立，似乎在进行观赏评价，这正是“七夕浮巧针”环节，即将容器盛

水曝晒，然后在水面投散针，看水底影子图案，如果针影散如花

或动如云，就是验巧了。清代的陈枚《月曼清游图册》之“桐荫

乞巧”、佚名《十二月月令图（七月）》、任伯年《乞巧图》等也都

绘有此类情节，充满生活情趣，体现着七夕风俗的演变。

古代女子乞巧的形式还有喜蛛应巧等。随着

时代发展，乞巧的形式不断变化，但人们对智巧的

追求未变。像现代的蒸巧馍馍、烙巧果子、生

巧芽、做手工等，都是乞巧风俗的延伸。

激荡文化创新活力

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节日蕴含的美好寓意日益丰富，七夕的影响

也日益深远且广泛，并持续为文化的融合创新增添活力。

早在宋代，七夕便不再只是属于女子的节日。据《东京梦华

录》记载，从七月初一开始，开封全城进入过节模式，还有专门的

七夕购物市场。这时，七夕的主角是一种叫做“磨喝乐”的泥

偶——不仅是节日供奉、佩戴的吉祥物，还演化成兼具

娱乐和启蒙功能的民间泥塑玩偶。磨喝乐形象也常

出现在玉佩、陶瓷器等中，甚至常和一些吉祥元素

如莲花等组合出现，寓意美满。这从各地出土的

文物以及仇英《乞巧图》等作品中可窥一斑。

由“七夕”演化出的美好寓意，成为一

个个文化符号，持续激发艺术创作灵感。

深入中国传统艺术宝库，在绘画、工艺品等

中经常能看到与七夕相关的艺术意象。今天，人

们也以各种艺术形式延续中式浪漫，比如上海连续多

年在七夕节举办书法家书写结婚纪念证书活动，以笔墨传

递幸福；一些博物馆立足馆藏开发文创产品，如故宫博物院推出

“紫荆福结”手绳、喜上梅梢香薰蜡烛，南京博物院推出“长毋相忘”系

列文创等，在七夕佳节为大众献上温馨祝福。

七夕文化在对外传播中日益丰富。比如，不少受中华文化影响的

国家和地区也有庆祝七夕节的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继承中国传统

文化的基础上将本地文化融入节日之中，滋养人们的精神生活。如在

国外关于七夕的绘画中，出现了书写、悬挂五彩的“诗笺”等风俗，并融

入“竹”的文化意象，体现文化融合创新的活力。

通过艺术作品更能体会到，古老的七夕不仅是爱与美、智与巧的象

征，还是民俗的传承、情感的寄托。以艺术为载体，感悟历史文化，遥寄

悠远情思，既延续先人对生活的热爱，又让传统节日扮靓现代美好生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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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七夕图轴》，作者清代姚文瀚。

▲中国画《四时欢庆册》之“针楼乞巧”，作者清代佚名。

▲中国画《牛郎织女图》，

作者清代唐培华。

◀中国画《乞巧图》（局部），作者五代佚名。

至今记得 30 余年前，我收

到 大 学 录 取 通 知 书 那 一 刻 激

动 的 心 情 。 录 取 通 知 书 是 高

校送给学生的第一件“信物”，

是传递学校育人理念、治学特

色 、文 化 底 蕴 、殷 切 期 望 的 重

要载体，有着更为鲜明的符号

性 、象 征 性 和 纪 念 性 特 征 与

价值。

近年来，国内高校纷纷创

新录取通知书设计，通过对材

质、工艺、科技、审美等方面的

不断开掘，使录取通知书成为

“ 思 想 +文 化 +艺 术 +技 术 ”的

信息综合体，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 。 如 何 让 录 取 通 知 书 以 美

的 形 式 有 效 传 递 丰 富 信 息 ？

一 些 设 计 趋 势 可 以 提 供 有 益

启示。

以 高 度 凝 练 的 视 觉 符 号

呈 现 学 校 历 史 底 蕴 和 精 神 气

质，强化学生的文化认同和社

会 责 任 感 。 不 同 高 校 有 不 同

的人文积淀和办学特色，作为

学校宣传名片的录取通知书，

应 通 过 创 意 巧 思 激 发 新 生 对

未 来 的 美 好 憧 憬 。 有 的 高 校

借助标志性建筑钩沉历史、传

递精神，比如 2018 年走红的清

华 大 学“ 立 体 ”本 科 录 取 通 知

书，运用激光雕刻工艺制成 30
多个纸艺部件，并将其组装成

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彰显学

校厚重的历史，这一设计模式

后 经 微 调 沿 用 至 今 。 有 的 高

校将代表性成果融入设计，体

现 担 当 、鼓 励 创 新 。 今 年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本 科 录 取 通 知

书中的“钥匙”，是以太空金属

材 料 为 原 料 ，经 3D 打 印 、抛

光，通过曾用于空间站对接的

技术完成表面镀层的；北京科

技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主体，

则 用 薄 如 蝉 翼 、光 似 镜 面 、坚

硬 如 铁 、柔 韧 如 松 的“5G 钢 ”

制作而成；北京化工大学亦采

用 自 主 研 发 的 广 泛 应 用 于 运

载火箭、大飞机等大国重器的

碳 纤 维 复 合 材 料 制 作 本 科 录

取 通 知 书 …… 这 些 设 计 集 艺

术美与科技美于一体，既展示

学校科研特色和成就，又勉励

年轻学子心怀“国之大者”，为

推 进 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贡

献力量。这些设计也表明，建

立学生身份认同，录取通知书

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以整体美感和仪式感彰显学校文化品格和育人理念，

实现精神传承。作为传播媒介，录取通知书可以通过有效

设计实现意义制造和文化生产。像浙江大学 2024 年本科

录取通知书设计，立足浙大师生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

历史，借鉴《四库全书》的装帧方式，并选用特殊透光材质作

为内页，将其放在光线下会映现一座灯塔，以此寄望学子接

力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陕西师范大学连续 18 年

邀请退休老教授、在职教师等用毛笔书写本科录取通知书，

通过这种仪式感生动展现该校文化育人的理念。苏州大学

2024 年本科录取通知书则将学校文化和地域文化——姑

苏非遗进行有趣融合，以江南园林的花窗和象征学子的桃

李花朵为主要视觉符号，结合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制作工

艺，表达“刻印梦想，桃李东吴”的主题。这些录取通知书，

既体现文化传承，也喻示精神传递。

以趣味创意强化体验，进行信息多维拓展，让学生在

互动中加深对学校的情感认同。今年，中国人民大学新版

录取通知书以“校徽盲盒+立体书立”等组合形式，为新生

带来“生动一课”，让新生在拆盲盒、拼书立过程中深刻感

悟学校历史、读懂学校精神；电子科技大学本科录取通知

书礼盒封面则通过日晷机关设计，带领新生一起开启人生

新篇章。还有一些录取通知书设计，通过创造新颖的听觉

或 触 觉 体 验 、融 入 数 字 技 术 等 ，增 加 交 互 性 ，强 化 新 生

记忆。

当下，高校录取通知书设计样式不断翻新，但其设计要

有尺度，重点不是追求“奢华”与“花哨”，而是要在学校育人

精神和社会价值传递、学校品牌视觉和文化 IP 构建、满足

学生情感需求和审美需求等方面用力。随着录取通知书

成为系统整合品牌设计、装帧设计、信息传播等维度的综

合体，其设计不仅要体现创意巧思，更要彰显思想内涵。设

计师当从经济环保角度出发，以庄重高雅、新颖别致的设

计，让录取通知书成为生动展示高校形象和人文关怀的“美

学窗口”。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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