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初开始，高考录取季

翩然而至。无论你收到的是

精雕细琢的3D立体函件、科

技感十足的“金钥匙”，还是

寓意美好的“信念种子”，高

考录取通知书承载的不仅是

荣耀与期待，更是人生新篇

章的起点。

现代录取通知书花样迭

出，而回望千年科举史，亦是

一部古代“录取通知书”的演

变史。“金花帖子”里的字字句

句，都是对十年寒窗苦读的最

佳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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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古代“录取通知书”长什么样？
□吴德玉荀超张峥

中国科举史上，四川共诞生过25名状
元，在文坛也留下一段段佳话。

巴蜀“第一状元”与诗仙李白的友谊，至
今有迹可循。内江的范崇凯是巴蜀历史上
第一位状元，并以一篇《花萼楼赋》获得唐明
皇的嘉奖。范崇凯的弟弟范元凯名列第14，
世人将兄弟俩称为“梧冈双凤”。范崇凯字
金卿，与大诗人李白交情匪浅。李白的《赠
范金卿二首》，既表达了对范金卿的赞颂，亦写
出自己仕途不得志的无奈。内江的太白楼，
就是为纪念李白与范金卿的友谊而修建。

同为来自四川的“状元”陈尧咨，在宋
代文学家欧阳修眼中境遇却大不相同。欧
阳修的《卖油翁》，记述了陈尧咨射箭和卖
油翁酌油的事，开篇即为“陈康肃公善射，
当世无双”。“陈康肃公”即来自阆中的陈尧
咨。被欧阳修在文中嘲笑的他，现实中却
是不折不扣的学霸，是宋真宗咸平三年
（1000年）的状元，他的大哥陈尧叟是宋太
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

“出人头地”这一成语，源自欧阳修对苏
轼的偏爱。1057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同时
赴京赶考，结果双双金榜题名。主考官欧阳
修对苏轼的才华很赏识，他曾对老友梅尧臣
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
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就是成语“出
人头地”的来源，意即自己应该给有才华的
青年让路，让他有施展才华的机会。1061

年的制科考试，苏轼
带着六篇策论入了

“三等”，是宋朝开国
一百多年来第一人，
堪称当年的“状元”。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高考
成绩揭晓了，愿我们
的莘莘学子，把新的
答卷写在人生路上。

据“天府新视

界”微信公众号

“桃花直透三层浪，桂

子高攀第一枝。”金榜题

名，是古往今来无数学子

孜孜以求的人生梦想。

古 代 的“ 录 取 通 知

书”，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唐代的进士榜单被称

为“金榜”“春榜”或“龙虎

榜”，寓意“藏龙卧虎”。而

“泥金帖子”则被认为是最

早的录取通知书——所谓

“泥金”，是一种传统的高

档装饰工艺，用金粉调和

成涂料，用以装点笺纸或

器物。《开元天宝遗事》记

载：“新进士每及第，以泥

金书帖子附于家书中，至

乡曲亲戚，例以声乐相庆，

谓之喜信也。”到了宋代，

录取通知书升级为“金花

帖子”，以素绫为轴，贴上

金花装饰。诗人杨万里曾

写道：“淡墨榜头先快睹，

泥金帖子不须封”，寥寥数

字，道尽金榜题名的喜悦。

古代“录取通知书”的

传递，同样充满仪式感。明

代王世贞在《觚（gū）不觚

录》中记载：“诸生中乡荐，

与举子中会试者，郡县则必

送捷报。”官府会派专人骑

马送信，报喜队伍至少三

人，高举彩旗，唢呐开道，

一路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考中的学子们还会参

加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

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科举

四宴”——文科的鹿鸣宴、

琼林宴，武科的鹰扬宴、会

武宴。而状元跨马游街的

传统，则始于宋代。27岁的

状元蔡齐成为首位“骑马游

街”的幸运儿，这既是朝廷

对人才的礼遇，也是古代读

书人梦寐以求的高光时刻。

状元曾经耕读、生活

的地方，被家乡人纪念，被

读书人寄予美好希冀。简

阳两千余年来共有四人金

榜题名、高中状元，即“简

州四状元”——后蜀的王

归璞、北宋的许将、南宋的

张孝祥和许奕。近日，简

阳擦亮“状元名片”，举办

了首届简州状元文化交流

活动，通过“时空对话”将

简州四状元历史典故、传

统祈福礼仪与现代学子心

愿深度融合。

2025 年高考前夕，上

海嘉定孔庙展出的清乾隆

二十二年（1757年）状元蔡

以台的殿试卷，吸引了众

多市民及考生家长前往参

观。重庆图书馆收藏的

《骆成骧殿试策》，是清光

绪年间四川籍状元、爱国

教育家骆成骧的殿试答

卷。在甲午战败、举国悲

愤的背景下，面对光绪帝

关于“富国强兵”的策问，

30岁的骆成骧直言不讳：

“兵额太广，靡费太多，侵

渔太众，上下相蒙，隐忍不

言。”后人铭记的，不仅是

他们在考场上淡定从容、

笔走龙蛇、针砭时弊，更能

从中汲取儒者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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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成骧殿试策》残本（之一）。
重庆图书馆藏

清光绪二十年恩科状元张
謇捷报。 图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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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泥金帖子。
图据湖州档案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