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忠情花……”2010年七夕夜，

在“红动中国——英雄史光柱创

作歌曲演唱会暨第十届七夕�红豆

情人节文艺晚会”现场，这首由

史光柱创作的《红豆》在北京首

次开唱，旋律刚一响起，就收获

了现场雷鸣般的掌声。晚会现场

共演绎了16首由史光柱创作的歌

曲 ， 其 中 《 江

恋》、《红豆》

和《青春木棉》

这三首歌曲是他

专门为红豆集团

所创作的。

史光柱笔下

的情，凝聚了家

国情、故乡情、

民族情等大爱之

情，这与红豆集

团一贯以来所提

倡的“情”文化不谋而合。红豆

集团20年如一日传播发展七夕情

人节，使其成为了大家喜欢的节

日。在红豆七夕节20周年之际，

史光柱将再次踏上他所热爱的江

南土地，见证红豆七夕节翻开华

丽的新篇章。

史光柱是一个响亮的名字，

这位上世纪80年代在战场上身负

重伤、眼球被炸出仍塞进眼眶，

继续坚持指挥作战的英雄感动了

一代人。他立下一等功，并获得

中央军委所授“一级战斗英雄”

的光荣称号。战伤归来，史光柱

从双目失明的阴影中走出，进入

深圳大学中文系就读，他拿起笔

杆，在文艺的阵地继续攻关拔

碍、冲锋陷阵，谱写了一首首红

色经典和一个个史光柱传奇。红

豆集团与英雄史光柱的缘分由来

已久，此番红豆七夕节20周年，

史光柱将来到晚会现场，他与红

豆集团的缘分又将再次延续。

同为深圳大学杰出校友，史

光柱与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局主席兼CEO周海江曾于2008年深

大25周年校庆之际一起亮相庆典

并作专题报告会。在庆典上，周

海江以《红豆情，中国梦》为主

题进行了报告会，在谈到品牌文

化建设时，周海江提到了红豆集

团精心策划的红豆七夕节，集团

从2001年起每年举办节日活动，

倡导华夏儿女过“自己的情人

节”。史光柱非常欣赏红豆集团

的社会责任感与推崇的“情”文

化，他与红豆集团以及红豆七夕

节也就此结缘。

2010年6月，史光柱受邀来到

红豆集团，给红豆职工们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报告会。史光柱讲述

了自己在战争时期的英勇事迹，

聊到了战后的恢复时光，介绍了

自己与文学的渊源，并鼓励红豆

职工们努力奋斗，活出价值。

“红豆生南国，穿沟过海

崖……它是天地痴情子，也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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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七夕节的临近，红豆

七夕节20周年主题直播晚会也

将揭开神秘面纱。据悉，在本次

晚会上，江苏省作协主席、著名

作家范小青，江苏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著名作家赵本夫，省作协

《扬子江》诗刊原主编徐明德等

文坛名家都将亲临晚会现场，送

上对红豆七夕节20岁的祝福。

在2009年8月21日的第九届红

豆七夕节晚会上，红豆杉50万大

奖寻最佳广告语征集结果揭晓，

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担任了这

一大赛的评委，经过初评、中

评、终评三个阶段，最终选出了

广告语“红豆杉，健康伞”，成

为了红豆集团红豆杉大健康产业

发展过程中里程碑一样的节点。

2001年6月2日，红豆集团创

始人周耀庭首次正式提出举办红

豆七夕节。随后红豆七夕节首届

笔会在无锡举行，著名作家赵本

夫、诗人徐明德等30余人参加。

2002年3月30日，红豆七夕节诗词

大赛举行，以破天荒的20万元大

奖寻找当代王维，赵本夫担任大

赛组委会主任之一。2003年7月11

日，红豆七夕节民俗专家论坛召

开，赵本夫作为参会名家之一在

发言中称：企业想要恢复七夕在

国人心目中的节日地位，需要很

大的努力和投资。宣传中国红豆

七夕节，不仅要“雅”（诗词研

讨等），还需要“俗”（商业促

销等），中国红豆七夕节要走出

国门！2004年4月29日，“感动

中国的爱情故事征文大赛”，拉

开了第四届红豆七夕节的序幕，

赵本夫担任大赛评委。如果说红

豆七夕节是在2001年的初夏呱

呱坠地的婴孩，那赵本夫几乎是

一路见证了他的蹒跚学步、茁壮

成长，给予无声而坚定的鼓励眼

神。

同样的，参加首届笔会的诗

人徐明德当年亲力亲为沟通接洽

了许多会议事务，因此生动撰写

了一篇《相思七月红豆缘——首

届红豆�相思节笔会活动侧记》，

详细记叙了第一届笔会的所蕴含

珍贵意义——倡导与挑战；参会

作家、诗人对红豆振兴七夕一举

的祝福和发表的真知灼见；为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用文学的力量

近日，倡导了20年过中国

人自己的情人节的红豆集团收到

了一封充满赞赏与怀念的信件，

信中写道：“红豆集团二十年来

矢志不渝打造了中国自己的情人

节，远见卓识，做到有声有色，

创造了金色品牌……”令人感怀

的是，这封信的作者正是2002年

红豆七夕节诗词大赛一等奖《红

豆曲·并序》的获得者——著名

“各位红豆的新老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丁芒。还记得2001

年6月，首届红豆七夕节笔会在

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举行，我曾

为之题词；我还是第二届红豆七

夕节二十万大奖寻当代王维的评

委……”7月29日，今年的七夕

前夕，当代著名老诗人、作家、

文艺评论家丁芒在家中认真录制

着对红豆七夕节20周年的祝福视

频。中国当代诗坛曾有“北臧南

丁”之说。丁芒，这位从南通城

走出来的大诗人，从抗日战争的

烽火开始生命的吟唱，80载笔墨

为伴，书写了万余首激荡人心的

诗篇。

“七夕”有个美丽的传说，

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家喻户晓。

然而，在20年前，与2月14日“洋

情人节”的热闹比较起来，这个

传统的“情人节”太过冷清。而

红豆集团这一民族品牌企业就在

当时下定了决心要让“七夕”成

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情人节”，

并开始行动起来。

丁芒老先生与红豆的结缘就

与“七夕节”有着莫大的关系。

2001年，丁芒首次来到红豆集

团，当时红豆集团举办首届红豆

七夕节活动，通过“笔会”的形

式展开，并邀请了丁芒参加。活

动中，丁芒老先生为红豆七夕节

亲笔题词，留下了珍贵的墨宝：

“天下爱情最永恒，颗颗红豆能

通神，人人衣上标此物，情更深

来意更纯。”

正如丁芒老先生所说：我

与红豆有缘！2002年，丁芒再

次来到了红豆集团，这次也是因

为“七夕节”。当时，红豆集团

与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杂志

社、无锡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了

红豆诗词大赛，开先河的设立一

等奖20万元人民币，累计奖金40

万元“寻当代王维”，在中国诗

坛轰动一时。丁芒老先生被邀请

作为大赛的初评和终评评委，著

名作家、南京市作家

“余先生曾为红豆集团题

词：一粒红豆，千年因缘。今

年是红豆七夕节20周年，在此祝

贺，希望七夕这个中华传统节

日，能够发扬光大。”临近七

夕，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夫人

范我存女士在台湾录制了一段祝

福短视频发送给无锡的红豆集

团。说起台湾诗人余光中，大家

一定忘不了他的那首《乡愁》。

余光中先生才华横溢、著作等

身，一生创作诗歌上千首,其中

《乡愁》一首流传最广，“小时

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

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

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

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他的乡

愁，散发的是眷恋祖国的味道，

怀揣的是两岸同胞的亲情思念。

2002年8月15日（七夕当天），

红豆集团举办第二届红豆七夕节

活动，余光中携夫人第一次参观了

红豆集团，与红豆集团创始人周

耀庭先生畅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并对红豆集团力倡复兴七夕

节的做法给予由衷的赞扬。余光

中还称红豆集团是在“以红豆抵

抗玫瑰！”余光中的这种充满诗意

的提法也引起了更多人的兴趣。当

时，余光中先生还在红豆集团留下

了珍贵的墨宝：“一粒红豆，千年

因缘”。2010年，余光中先生又再

次受邀到红豆集团参观。红豆集

团从2001年就开始举办红豆七夕

节，倡导国人过七夕。时至今日，红

豆七夕节已连续举办20年，现在的

七夕已经成为大家喜欢的节日。

著名诗人、南京市作家协

会顾问冯亦同是余光中生前多年

的好友，8月12日，冯亦同老先

生说：“上周，范我存老师曾和

我通过一次电话，她对红豆七夕

节很重视，也谈到了余光中先生

“以红豆抵抗玫瑰”的比喻，强

调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性。”据冯亦同先生透露，范

“面对崇洋媚外、热衷洋

节的社会现实，红豆集团敢于逆

风而上，通过多种活动方式，始

终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中国情人节

的创建活动，这是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一项壮举，经过20年的

不懈奋斗，终于获得成功！”已

入耄耋之年的老诗人、诗词评论

家、《诗刊》原常务副主编、

《中华诗词》原副主编丁国成，

在给红豆七夕节20周年发来的一

段祝贺视频中这样说。

丁国成高度评价了红豆集团

首创红豆七夕节，弘扬中华传统

歌唱家李谷一：
用红豆七夕的旋律  唱响中华文化的魅力

文坛名家出席红豆七夕节20周年主题晚会

远见卓识，金色品牌！诗人刘征赞誉红豆七夕节

红豆七夕二十周年，与英雄史光柱再聚首

丁芒、冯亦同：
因为七夕，我们与红豆有缘！

一粒红豆 千年因缘

余光中夫人范我存，希望红豆七夕节能够发扬光大

诗人丁国成称赞红豆七夕节：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  红 豆
杉 5 0 万 大
奖 寻 最 佳
广 告 语 征
集 结 果 揭
晓 ▲  参加首届红豆七夕

节笔会的徐明德

▲ 2004年第四届红豆
七夕节“感动中国的爱
情故事征文大赛”，赵
本夫（后排左一）担任
评委

▲ 红豆七夕节诗词大赛初评评委丁芒
（左二）、冯亦同（左一）在选稿

▲

 2020年，丁芒（右）与冯亦同（左）
一同接受关于红豆七夕节的采访

鼓励企业奋勇前行的拳拳真心。

江苏地域文化滋养着江苏地

区独特的人文风貌，范小青和赵

本夫的著作令江苏乡土文学在当

代文坛焕发出独特色彩，徐明德

的诗作以军人的眼与魂折射出生

命的质感，而他们出席红豆七夕

节20周年主题直播晚会，是对红

豆七夕节最直白的支持，亦是对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变的恪守。

8月25日七夕当晚，红豆集

团将为这几位大师颁发红豆七夕

节“创始奖”，感谢他们历年来

为推动红豆七夕节发展所做的贡

献，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寄予

温情与敬意。

▲ 1992年，李谷一来红豆集团
演出

▲ 2020年，余光中夫人
范我存女士录制祝福视频

▲ 2010年，余光中先生又再次受
邀到红豆集团参观。图为余光中与
红豆集团创始人周耀庭合影

▲ 图为贺敬之（右二）、孙轶青（右一）、周耀庭（右三）给红豆七
夕节诗词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刘征颁发奖金和证书

诗人、语言教育家、原人民教育

出版社副总编辑刘征先生。

2002年，江苏一家民营企

业——红豆集团，与中华诗词学

会、中华诗词杂志社、无锡市委

宣传部联合举办“寻找当代王

维——征集七夕红豆诗”活动，

轰动了全国。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在寻找当代王维的红豆诗赛

中，组委会一共收到各类作品10

万8000余篇，入围诗词240多首，

最后七夕当天公布评选结果。在

众多的参赛者中，诗人刘征凭借

深厚的国学基础和创作功力，以

一首古风旧体诗惊艳众人，摘取

了比赛的桂冠。

诗词的魅力，经久不衰，

真情的隽永，同样如此。即便

过了几百几千年，只需要读一首

《相思》，看一眼苍老虬劲的红

豆树，仿佛就能听到跨越时空的

低吟哀思。如果说文学是瑰宝，

那么写诗弘扬传统文化的人就是

珍贵的活化石。得赏红豆树，刘

征老先生一气呵成创作出的《红

豆曲》正是最好的佐证。《红豆

曲》最后四句，“纷纷争斗多仇

怨，采撷休忘摩诘劝，安得播爱

遍人间，婆娑红豆植伊甸。”是

人类至情大爱炼化的箴言，与一

句耳熟能详的歌词“只要人人都

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

的人间”传递了同样的博爱大

音，这与弘扬传统文化、振兴诗

词文学的红豆集团不谋而合。红

豆集团在倡导大家过“红豆七夕

节”时，并没有局限在爱情，而

是延伸到友情、亲情、乡情、家

国情，把小爱凝结成大爱，几十

年如一日，用各种形式矢志不渝

打造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让七

夕从遥远的农耕时代款款走来，

紧紧贴近跳动的时代脉搏。

快20年过去了，难忘的参赛

经历让刘征老先生对七夕这个节

日格外动情，正如他在信里撰写

的小诗中所称颂的：“莫道红豆

小，有梦广而大。举世剪荆榛，

红豆遍天下”——红豆集团在坚

守传统文化历程中坚韧不拔的精

神，让传统“七夕”历久弥新，

让相思情义誉满人间！

▲ 红豆七夕节诗词大赛全体评委合影 后排正中：丁国成

▲ 战斗英雄史光柱在晚会现场接受采访

文化的义举，他说：“红豆集团

在抓企业发展的同时，非常重视

企业文化建设，尤其是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更是不遗余力，

而且卓有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

一点就是千方百计地打造红豆七

夕节。”

丁国成与红豆的缘分开始于

2002年七夕期间举行的受到社会

广泛关注的“二十万大奖寻当代

王维”活动，当时红豆集团联合

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杂

志社、江苏省无锡市委宣传部举

办红豆七夕节诗词大赛，轰动性

地设立了共计40万元的总奖金和

20万元的一等奖大奖，以红豆�

相思为主题，旨在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寻找当代王维。此大赛一

经公布，便吸引了海内外诗友的

热情参与，成为中国诗坛的一大

盛事。作为当代诗词界的权威，

丁国成先生受邀成为赛事终评评

委，与丁芒、郑伯农、杨金亭、

林从龙等评委进行了公平、公正

的评选，最终选出了大赛的各个

奖项。

红豆集团创造性地融合了

“ 红 豆 ” 与 “ 七

▲

 2020年7月，丁
国成为红豆七夕节录
制祝福视频

范小青，赵本夫，徐明德……

“值此红豆七夕节20周年之

际，我谨向红豆集团致以衷心的

祝贺！衷心祝福红豆七夕节所引

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绵延

传承下去，把民族的瑰宝发扬光

大，守住我们的根、筑牢我们的

魂，把中国独有的民俗浪漫传播

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8月18

日，著名歌唱家李谷一为红豆七

夕节20周年庆送来了贺信。李谷

一老师1992年曾到过红豆集团，

为红豆集团的员工们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演出，其后更多次参加红

豆七夕节活动。多年过去了，李

谷一老师仍然不忘与红豆的情

谊，还为红豆七夕节20周年庆带

来了最真挚的祝福。

李谷一老师在中国歌坛具有

非常崇高的地位，她是中国流行

音乐的祖师爷，也是中国歌坛中

名副其实的“改革先锋”。1984

年，李谷一演唱的《难忘今宵》

首登央视春晚舞台。此后，《难

忘今宵》的旋律在32届央视春晚

上响过。因为这首熟悉的旋律，

观众也将李谷一老师称为“春晚

之母”，她的歌声陪伴着大家度

过了无数阖家团圆的大年夜。

我存女士近年来身体欠佳，行动

不便，但是依然十分关心家乡的

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也心系着

红豆与七夕文化。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

化，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传承和弘

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而红豆集团也与余光中先生一样在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上矢志不渝。

（下转7版）

（下转7版）

20年来，红豆集团矢志不渝打造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受到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赞誉

和大力支持，他们或用文字、或用歌声、或用话语等各种形式以及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对

红豆七夕节的发展壮大做出巨大贡献。为感谢他们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所做的贡献，红豆

集团评选其中的20位代表，授予他们“红豆七夕节创始奖”。因篇幅有限，本版选登部分

获奖代表与红豆七夕节的二十年。

【 编者按】

上，注重民族声乐的传承弘扬和

创新发展，用歌声为中国人民带

来强大的正能量。而红豆集团也

用20年的时光，切切实实来振兴

七夕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大爱延伸七夕文化的内涵，让中

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

采。

回顾李谷一的艺术生涯，其

实就是一部探索传统文化艺术的

传承与创新史。从艺58年，演唱

歌曲近800首，李谷一始终将自

己的艺术实践与改革开放进程紧

紧相连，用歌声见证改革开放的

豪迈壮举，用作品抒发祖国的豪

情、人民的心声。

李谷一老师一生都在用行动

传承中华文化艺术，而红豆集团

也如李谷一老师一样，十分注重

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企业60多年

的发展壮大中，不断践行着传承

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2001年，

在那个西方情人节盛行的年代，

红豆集团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在全国率先举办首届“红豆七夕

节”，倡导国人过自己的情人

节。此后20年，红豆集团坚持举

办各种形式的七夕文化活动，让

七夕文化逐渐深入人心。2010年

七夕被中央七部委联合发文确定

为“我们的节日”之一，七夕节

开始真正被大众所认可。

李谷一老师的声音像一股清

新的风叩动着人们束缚已久的心

扉。作为音乐界“改革先锋”的

她，这么多年来一直活跃在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