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A02 明石桥 城事民生 ◎2025年4月21日 星期一
◎责编/刘杰 美编/郑唯唯 审读/杨楠

本报讯（记者 张芮） 每年 4 月
18 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今年恰逢
国 际 古 迹 遗 址 理 事 会 成 立 60 周
年。当日上午，2025 年国际古迹遗
址日主场活动开幕式在岱庙北广场
举行。聚焦“灾害与冲突下的遗产
应对准备：ICOMOS 60 年行动启
示”这一主题，本次活动与会嘉宾
齐聚泰山脚下，交流探讨古迹遗址
保护，分享各自在文化遗产保护领
域的成果及经验。

为充分发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
协会的资深理事、专家在协会各项
业务工作和课题研究方面的智囊作
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学术委
员会同步成立。活动现场，中国古
迹遗址保护协会与泰山、曲阜“三
孔”签署了关于会员开放调研的

协议。
古树名木保护是文物保护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泰
山 景 区 实 施 了 古 树 名 木 育 苗 工
程。为加强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
现场，陕西省黄帝陵文化园区管理
委员会向泰山景区管理委员会赠送
黄帝手植柏子代苗木。

文物主题游径是以不可移动文
物为主干，以特定主题为主线，有
机关联、串珠成链，集中展示专题
历史文化的文化遗产旅游线路。活
动现场发布了2024年度优秀文物主
题游径，山东省“斯文在兹”文物
主题游径入选，其中包含我市泰山
古建筑群、泰山石刻、宁阳颜子庙
和颜林等文保单位。

当天下午，参会专家围绕“中

国 文 化 遗 产 绿 色 发 展 与 多 彩 传
承”举行学术研讨会，就文化遗产
的防灾减灾与韧性、遗产地可持续
发展等议题发言。活动期间，与会
嘉宾先后到岱庙、泰山考察世界文
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工作。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将文化遗
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
面扎实推进文物保护、管理、研究
和利用工作，加快推进大汶口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精心实施泰山古建
筑群、岱庙等重点文物保护，努力
打造泰山国际登山节等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让古老的文
化遗产在现代旅游中焕发新的生机
与活力。

【非领导稿】 2025年国际古迹遗址日主场活动精彩纷呈（陈阳图）

2025年国际古迹遗址日主场活动举办

齐聚泰山脚下 探讨古迹遗址保护

本报讯 （记者 刘小东） 4 月
19 日，一场充满东方美学与文化
魅力的中式婚礼在泰山区财源街道
举行。中国姑娘徐佳玢与葡萄牙小
伙 Sylvain Gaspar 身着传统明制
婚服，在泰山脚下携手许下爱的
誓言。

为让新人的中外亲友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此次婚礼策
划设置了充满传统韵味的非遗民俗
市集。市集入口处，悠扬的古筝声
如潺潺流水倾泻而出，清音婉转
间，引领新人的中外亲友踏入这片
传统天地。以红色为主色调的市集
古雅庄重，摊位鳞次栉比。新郎的
亲友身着新中式服装，穿梭于各个
摊位，在驻足欣赏的同时，尝试制
作传统手工艺品，兴致勃勃地体验
投壶游戏。在趣味互动中，外国宾
客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游戏的乐趣与
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

“我们创新呈现方式，以沉浸
式 游 园 为 载 体 ， 打 造 可 看 、 可
触、可参与的文化场景，让中外宾
客 感 受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这场婚礼的总策划、泰安市
婚姻服务协会会长金川说。非遗民
俗市集不仅让来宾沉浸式感受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为这场
婚礼增添了独特的浪漫色彩。

婚礼现场，新娘身着凤冠霞
帔，妆容精致，步摇轻舞，尽显东
方女子的温婉与端庄。新郎则身穿
红色圆领袍，衣服上绣着金色吉祥
图案，举手投足间尽显儒雅之风。

婚礼仪式严格遵循明制婚礼流
程，却又不乏创新。从赞者登台宣
告婚礼开始到新人入场，瞬间将众
人带入庄重而喜庆的氛围。沃盥
礼、同牢礼、合卺礼等传统礼仪依
次进行，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深厚
的文化寓意。值得一提的是，考虑
到新人希望凸显“结发夫妻”这一
意义，策划团队在原本没有结发礼
仪 的 明 制 婚 礼 中 加 入 了 这 一 环
节，实现了传统婚礼仪式与现代需
求的完美融合。

在敬感恩茶环节，新人以茶寄
情，分别向双方长辈献上用泰山泉
水精心泡制的不同茶饮，并送上美
好祝福，将中国人“孝为百善之
首”的传统体现得淋漓尽致。执手
盟誓时，新人在苍天见证下许下庄
重誓言。整场婚礼古朴典雅、庄严
厚重，华而不俗、喜而不闹，极具
传统文化氛围，充分展现了中华传
统礼仪之美。

金川表示，婚俗改革不仅是指
简化仪式，还要在喜事新办的同
时，让婚礼更加新颖，希望更多年
轻人能够关注传统婚礼，发现传统
之美。

泰山脚下跨国夫妻
举办浪漫中式婚礼

本报讯（记者 刘小东） 4月18
日上午，陕西省黄帝陵文化园区管
理委员会向泰山景区管理委员会赠
送黄帝手植柏子代苗木，并在岱庙
内栽植，让千年古柏在齐鲁大地与
汉武帝手植“挂印封侯”柏相伴而
立，续写跨越时空的文化传奇。

黄帝手植柏位于陕西省黄陵县
黄帝陵景区轩辕庙院内，树龄约
5000 年，为始祖轩辕黄帝亲手栽
种，在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
查中，被确认为全国仅有的 5 棵
5000年古树之一，堪称中华名木之
首。2016 年，黄帝手植柏种子曾在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遨游两个多
月，并随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
地 球 ， 彰 显 了 中 华 民 族 生 生 不
息的强大生命力。

陕西省黄帝陵文化园区管理委
员会开展的黄帝手植柏及相关古树
子代苗木工作，让象征坚韧生命力
的 古 柏 苗 木 成 为 彰 显 文 化 自 信
的“国礼”信物。此次赠送的黄帝

手植柏子代苗木，系由黄帝手植柏
种子精心培育而成。4 月 18 日当
天，来自黄帝陵的工作人员和泰山
景区工作人员，一同将苗木栽至汉
武帝手植“挂印封侯”柏东侧，并
设置解说牌，让从正阳门进入岱庙
的游客东望一眼便能看到这株苗木。

黄 帝 与 泰 山 渊 源 颇 深 ，《史
记》 曾记载，黄帝封泰山，禅亭
亭。《太平御览》记载，黄帝在泰山
九天玄女处求得兵书和支持，战胜
蚩尤。汉武帝尊崇并效仿黄帝，边
征战，边封禅。《史记·封禅书》有
汉武帝凯旋，率军祭拜黄帝后，又
至泰山封禅的相关记载。岱庙汉柏
为汉武帝于公元前 110 年封禅泰山
时所植。此次黄帝手植柏子代苗木
的赠送，不仅延续了两地跨越千年
的文化纽带，更是对汉武帝时期文
化交流的呼应。

两地的文化交流早有铺垫。近
年来，泰山景区实施了古树名木育
苗工程，在山东省 2024 年度 4·18

国 际 古 迹 遗 址 日 主 场 城 市 活 动
中，泰山景区向陕西茂陵博物馆赠
送了 8 株汉柏幼苗。今年 4 月 18
日，陕西省黄帝陵文化园区管理委
员会回访泰山景区，以黄帝手植柏
子代苗木相赠，让来自黄土高原的
古 柏 与 齐 鲁 大 地 的 汉 柏 根 脉 相
连，实现文化与历史的交融。

黄帝陵保护管理服务中心护林
科科长李小军说，此次苗木赠送既
是一场文化盛宴，也是一次科技的
交流。通过赠送子代苗木，两地将
在传统文化研究、古树保护技术等
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共同保护好古
树名木。

每 一 棵 古 树 都 是 历 史 的 见 证
者 。 黄 帝 手 植 柏 子 代 苗 木 的 赠
送，不仅是植物的迁移，更是中华
文明记忆的传递。泰安市博物馆负
责人表示，从黄土高原到齐鲁大
地，黄帝手植柏子代苗木与泰山汉
柏“携手”，将共同讲述中华民族的
古老故事，传承历史，赓续文化。

从黄土高原到齐鲁大地

黄帝手植柏子代苗木落户岱庙

工作人员将黄帝手植柏子代苗木栽植到岱庙内。 记者 陈阳 摄

婚礼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