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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个东方相思节

多情更胜相思苦 情到深处总

相思
“ 红 豆 生 无 锡 ， 春 来 发

新枝，此时诗人会，七月最相

思。”这首诗给大多数人的感觉

一定是熟悉而又陌生，熟悉是因

为此诗显然源自唐代大诗人王维

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而

陌生则因此诗从未听说。这首诗

是我国著名诗人贺敬之6月28在无

锡举办的“红豆·相思节”诗歌

朗诵会上吐露的心声。

在此次朗通会上，我国著

名诗人贺敬之、柯岩夫妇同台诵

诗，贺敬之朗诵了《放声歌唱》

第四章《我和党的关系》，在长

诗中，诗人回忆起早年在党的关

怀下成长的历程，为祖国为党献

终生的誓言，诗人不仅追忆相

思，也为“七一”党的生日前送

上一份贺礼。虽然40多年没有公

开朗诵过诗，但此时诗人的滔滔

诗句从肺腑中倾泻而出，情真真

意切切，感人至深，激起与会许

多诗人的共鸣。诗人柯岩则完全

沉浸在贺老诗的境界中，她一边

动情地听着，一边用手绢不断地

擦着眼角的泪水，朗诵完，听众

长时间鼓掌。

此次诗会是“红豆·相思节”

系列活动中的重中之重，中国作协

名誉主席贺敬之对此次活动倍加

赞赏，他说，这次吸引我来这里的

原因，一是江苏的诗，二是无锡的

红豆。红豆集团把红豆内涵的精

神和物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它能

够使人产生很多暇想。现在红豆

又全力创办中国的情人节农历七

月初七红豆·相思节，这件事很有

希望，我很赞成。中国作家协会主

席团委员、著名诗人柯岩也对红豆

集团大力倡导民族的传统文化给

予充分肯定，并对红豆树的品质赞

赏有加。她说红豆树不能移植，种

子不霉不烂，这种精神推广到社

会，才能使作恶者有所收敛，投机

者减少投机，坚持者更加坚定。

七夕是我们的相思节
红 豆 集 团 推 出 的 “ 相 思

节”，是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

耀庭苦思冥想的结果。8年前，

他以“红豆”这个蕴含丰富传统

文化的相思之物，发展了今天的

红豆集团。新世纪之初，周耀庭

又推出了以传统“七夕”为基础

的红豆·相思节，来发展企业文

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我们自己的相思节，东

方的‘情人节’——七月初七牛

郎会织女的动人爱情故事，除了

我们老一代人，年轻人中又有多

少人还记得呢？”周耀庭今年58

岁的他，成功地使一家小作坊发

展成为中国服装业的巨子，他动

情地告诉记者：“小时候，我们

夏夜躺在屋外的凉床上，奶奶一

边摇蒲扇给我们驱赶着蚊子，一

边指着天上的迢迢银河，给我们

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我们好奇地

望着天空——纤云弄巧，飞星传

恨，在满天星斗之间，的确有一

条宽宽的‘银河’。而我们就去

寻找那两颗最亮的星星一一牛郎

与织女星。”说到这里，他反

问，“现在2月14日的情人节，那

天的政瑰都能卖到200元一支。

又有多少现代人还记得七月初七

牛郎会织女呢？”周耀庭一直认

为，1000多年前的唐代诗人王

维，为红豆集团作了大量的广

告，传统文化使红豆集团大为受

益。“红豆集团现有职工为红豆

这一名字而来的不少呢，其中不

乏为爱情而来的。”而红豆本身

所具有的相思情，更是让周耀庭

魂牵梦萦。他早已成为红豆的专

家，而这一切又恰好与红豆的品

牌相吻合。当然，这次造节是为

了推销企业产品求得眼前利益，

还是为了推出一个让国人能够享

受并为之喜悦的真正节日，周耀

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一个企业要造出一个有真

正意义的节日，这在国内还绝无

仅有。虽然有“七夕相会”的基

础，难度仍是不言而喻的。为此，

周耀庭作出了努力10年的准备。

近期，主要通过作家笔会、组织

文艺演出、征文、请名人座谈、发

行首日封等一系列活动来扩大影

响，打好这些基础后，再组织国

内知名企业联手推动，共同营造

“七夕相思＂的节日氛围。

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周耀庭的

一时心血来潮，是又一场企业作

秀。错了。这是一个成熟的大型

企业掌舵人的思考。环顾当今世

界，从国外的狂欢节、复活节，

到国内的端午节、中秋节等，总

是会创造出长久的、无限的商

机，令人在欢乐的气氛中，享受

生活的乐趣。以谋利为目的而硬

造出的各种节，岂能长久？

假如说，若干年前，周耀庭

和他的企业选择红豆作为商标，

更多的是看重市场开发的话，那

么今天，红豆所做的一切，红豆

的名牌观早已深化为一种哲学的

思考。这思考，生成为全新的名

牌战略意识。

周耀庭说，美国人为“可

口可乐”而骄傲，日本人为“丰

田”而自豪，德国人以“奔驰”

而不可一世。我们中国人难道就

可以大度到不要这种骄傲与自豪

吗？红豆当然期望自己能让国人

为之自豪。名牌象征着产品的信

誉和质量，象征着企业的素质和

形象，象征着企业的市场拥有和

发展后劲。名牌是一笔巨大的无

形资产，是企业最高层次的经营

活动。名牌不仅令是知名商标，

更是一个国家的国宝，是市场竞

争中的“尖端武器”。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最容易

接近的是利益，最容易疏远的是

亲情。红豆是象征中华民族美好

感情的种子，我们愿红豆服装成

为一种文化的载体，一种感情的

传递。我们在企业中倡导红豆文

化，就是要把红豆精神延伸到爱

党、爱祖国、爱厂、爱家、爱自

己、爱别人等诸方面。而我们更

希望随着红豆·相思节影响的扩

大，随着我国名牌企业的强大，

以使我们的华夏文明在世界上得

到更广泛的传播。

（2001年7月9日《中国市场
经济报》）

◎ 潘红敏

在我国诗坛引起极大反响

的“20万大奖寻找当代王维”活

动，8月14日在无锡揭晓。76岁的

北京老诗人刘征，以一首情深韵

浓的古风体叙事诗《红豆曲》夺

冠。江苏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

耀庭、文化名人贺敬之在揭晓之

夜共同把奖金和纳税单交到获奖

者手中。

由红豆集团等共同发起的

“20万大奖寻找当代王维”活

动，历时近半年，共收到应征信

函5万多封，作品11万余首。作

品遍及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和

港澳台地区；日本、美国、加拿

大、法国、新加坡等国华人和留

学生也踊跃来稿。在众多来稿中

脱颖而出的《红豆曲》，以千年

红豆树的由来为题材，饱含深情

地抒写了昭明太子和民间女子婉

转悱恻的爱情传说，评委会认

为其“感情浓厚，行文如行云流

水”，终获大奖。另有10人获二

等奖，21人获三等奖，50人获优

秀奖。

荣膺大奖的诗人刘征，现为

中国诗词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

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著有5卷本

的《刘征文集》。

（2002年8月17日《新华日报》）

“20万大奖寻当代王维”揭晓

“七夕节”提案送上了全国人代会

76岁刘征以一首古风体叙事诗《红豆曲》折桂
◎ 薛颖旦　江锡民

“七夕”有个美丽的传说，

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几乎家喻

户晓。然而，与2月14日“洋情

人节”的热闹比较起来，这个传

统的“情人节”似乎太冷冷清清

了。

今年全国人代会期间，一

份题为《关于把七夕、端午等传

统节日定为国定假日的议案》引

起了与会者的注意。这个提案的

主要动议人就是我省全国人大代

表、红豆集团董事长周耀庭。他

的这份提案得到了全国35名代表

的复议。议案的提交，在大会内

外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媒体争

相报道，有的全文转载了议案内

容。

“七夕节”前夕，作为九

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周耀庭

向记者谈起了他提这份提案的前

前后后。他认为，“七夕节”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

该得到保护和创新。近年来他发

现，洋节在中国大行其道，而中

国的传统节日却有日渐冷落之

势，感到非常焦虑。经过慎重考

虑，从2001年起，他领导的红豆

集团擎起传统文化大旗，并通过

开展“七夕节”笔会、20万大奖

寻当代王维、“七夕节”论坛、

主题晚会等一系列活动，向全社

会倡导过“七夕节”，在社会上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像贺敬之、

柯岩等文化界名人都成为红豆这

一活动的坚定支持者，而台湾著

名诗人余光中称赞红豆此举是用

“红豆抵抗玫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

嘉璐先生对这份提案十分赞赏，

他还在北京专门约见了周耀庭，

并对打造“七夕节”提了很多好

的主意。今年初在杭州召开的

“抢救民间遗产工程”的中期推

进会上，许嘉璐发表了讲话，他

在讲话中主动提起周耀庭的提案

和“七夕节”。

得到专家和学者的认同，周

耀庭和红豆集团打造“七夕节”

开展了扎扎实实的工作。从今年

5月开始，红豆集团与共青团中

央、人民日报文艺部三家单位联

合主办了为期3个月的“2004感

动中国的爱情故事征文大赛”。

中国青年报、扬子晚报、北京晚

报、现代快报、人民日报大地杂

志社、钱江晚报、大河报等十大

晚报都市报相应。“征文”共收

到两岸三地稿件1万余篇。从大量

的来稿中可以看出，征文的题材

非常广泛，既有描述毛泽东、周

恩来等伟人曲折真挚的爱情生活,

有描述各条战线杰出代表的感人

至深的爱情生活，更多的是描述

普通人相濡以沫的情感历程，征

文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千百年

来中国人秉承的“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贫贱不移、忠贞不

二”的爱情观依然扎根于人们心

中。

周耀庭的提案正引起各地的

响应。据了解，今年很多地方过

起了“七夕节”。由河北文联、

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联

合发起，石家庄市连续举办了两

届“七月七爱情节”。今年，河

北还从8月20日到25日（七夕期

间），举办系列活动，表达对爱

情的忠贞不渝。南京中山陵于8月

初就开始了红豆相思节的系列活

动，七夕当天还举行了大型的游

园会。另外云南、桂林等地也过

起了相思节。

（2004年8月23日《新华日
报》）

◎姜圣瑜

最深刻的文化是个性——冯骥才与周耀庭对话

“红豆相思节”感动中国的爱

情故事征文大赛评奖活动揭晓的

时候，已经是夜晚，连续忙碌了几

天的评委都有几分疲倦。评审委员

会主任、著名作家、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和红豆集团董

事长周耀庭，还是意犹未尽，他们

发现在企业文化、民间文化、文化

传承等等问题上，彼此有不少的共

同语言。

名牌的一半是文化

冯骥才：周先生对企业文化看

得很深，周先生说过，“名牌的一

半是文化”、“没有文化的企业是

暴发户”。一般的企业说到文化，

还停留在搞晚会、请明星唱歌、请

名人画画，不知道企业与文化的更

深结合。我想起1985年，参加聂华

苓在美国的国际笔会，曾到过一个

叫迪莫伊的小城，参观当地的一家

保险公司。红色的原野上，很远能

看到公司的牌子，后面是巨大的雕

塑，亨利-摩尔的雕塑。我当时一

愣：这是博物馆？别人告诉我，这

就是你要参观的保险公司。参观

过程中我发现，这里的走廊就是

画廊，办公室里的小摆设也是艺

术品，都是现代派艺术。后来与老

板聊天，他认为比起古典艺术，现

代艺术更需要支持，他喜欢现代艺

术，他的员工都知道。他还说，“在

这里工作的员工，他们会觉得自己

像艺术家，你看那些女孩走路的

样子多高傲，她们走来走去经过的

都是米罗、毕加索、康定斯基的作

品，她们知道自己和世界上最好的

艺术品在一起，怎么可能不高傲”。

我的理解，最深的文化是个性，是

企业最独特的东西，无法代替，学

也学不来。

周耀庭：我们商家、企业就是

在创造文化、推进文化。每个国家

都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我们

发起的红豆相思节就是为了这个目

的，红豆是中国特有的，红豆最相

思，中国人重感情，父母养育孩子，

孩子孝敬父母。儿子、孙子、父亲、

爷爷，一大家人亲亲热热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跟西方文化

有差异，我们不盲目吸收对我们没

有益的文化，比如那种快餐式的情

感。对企业来讲，企业核心的竞争

力就是文化的竞争力，只有建设好

企业文化，才会对内有亲和力、凝

聚力，对外有爆发力、扩张力，没

有文化底蕴的企业不可能持续健

康发展，我们“不求百亿，但求百

年”，一个企业要想几百年长盛不

衰，必须建设好企业文化。建设好

企业文化，就是在推进我们民族的

文化。

冯骥才：我非常欣赏周先生，

他抓住一个红豆，不是只把红豆当

作商标、广告，他是在做红豆文化

的文章。他在红豆里找的是情，这

是红豆的魂，中华民族是重情重义

的民族。周先生抓住了情，就营造了

企业的凝聚力、亲和力，企业就具

有了爆发力。周先生不是在拿红豆

做招牌，而是把红豆拿来做企业文

化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懂得企业文

化。

寄情于传统文化的人是理想

主义者

周耀庭：情是无形的红豆，红

豆是有形的情，红豆文化说到底是

情文化。什么东西都在变，情不会

变，有人的地方就有情，红豆最相

思，对我们红豆集团来讲，就是要

用情文化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冯骥才：人间的情经常变，不

变的是中国人对情的理想，用什么

来表现这个理想，周先生用红豆，

红豆不变色，不变质，从这点来

看，周先生在感情上是一个理想

主义者。他不仅把这种理想的情

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他还希

望恢复七夕相思节，他希望我们的

民族也能这样，重情重义，矢志不

渝，长久不变，在感情上也是这样

的理想主义。周先生做的这件事已

经超越了企业本身，其实已经是整

个社会的事。

冯骥才：我认为周先生真正懂

得企业文化，才敢说企业要做几百

年。只有文化才能持续久远。我建

议周先生建立一个红豆相思节的

博物馆，收集与红豆有关的民间文

物；和爱情和相思关联的文物，比

如民间各式各样的情书，那很有意

思；收集关于七夕的绘画、戏剧、

雕刻作品等等；最后还要有红豆集

团这么多年来致力于红豆相思节

各种活动所留存的种种纪念物品。

也许，真有一天，人们会发现，红豆

比玫瑰花神奇，比玫瑰花有魅力，

它不变色，不变质，真的是“此物

最相思”。这一切，真的有可能，因

为，现在，中国人开始有兴趣重视

自己的文化和声音，民间的声音由

弱变强。越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和理

想就越有魅力，周先生做的事情很

有意义。

（2 0 0 4 年第1 6 期《人 民日
报·大地》）

◎  林株

8月16日，又是一年七夕来

临。作为七夕中国情人节的首倡

者和推进者，红豆集团的一举

一动备受关注。今年，恰逢红

豆·七夕节十周年之际，集团重

磅出击与江苏卫视、央视再度牵

手，举办红豆�七夕节晚会。

十年坚守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红

豆集团成为国务院深化改革120

家试点企业之一，在中国服装行

业中处于龙头的位置。企业发展

起来了，但是周耀庭却忧心地发

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国

外的“洋节”蜂拥而入，冲击着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我

们不反对洋节，但是我们也要提

倡过中国人自己的节日，如果大

家都不管，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会

日渐式微。”周耀庭说。正是基

于这种想法，经过几年的酝酿，

2001年红豆集团隆重推出了以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宗旨的红

豆·七夕节。

在形式上，红豆曾举办过

诗歌朗诵会、情人节民俗论坛、

20万元大奖寻找当代王维、感动

中国的爱情故事征集、晚会等等

多种形式的活动，结合时代的发

展，给这个原属于农耕文明的七

夕节注入了现代的、时尚的因

素。周耀庭也拿出当年创业的热

情，每个活动都参与，不厌其烦

地向大家解释着七夕的历史、恢

复七夕的重要意义等。

传统节日恢复
著名诗人、原中宣部副部长

贺敬之，在参加完第一届红豆�

七夕节时，欣然题下：七月初七

日，红豆相思节。著名诗人余光

中在参加红豆·七夕节活动时，

说红豆的举动是用红豆抵抗玫

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称：“周

耀庭是理想主义者，非常注重民

族文化，红豆的做法是升华到最

高层次的企业文化。”

2003年后，中国过七夕的

城市、个人越来越多。的确，虽

然在全球一体化的洪流中，中国

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变

化的应只是生活方式，民族的灵

魂不应该改变。红豆也坚信所做

的不只是文化保护，而是为了坚

持一种很强的民族精神。事实证

明，七夕节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中

国人的情人节，成为“我们的节

日”。

（2010年8月20日《中国纺织
报》）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8

月7日七夕晚6:00，红豆集团“七

夕红豆情正红音乐会”在无锡上

演，音乐会以“情”为主线，说

“情话”、唱“情歌”、表“情

意”。除了现场的1600多名观

众，还有1504.76万红粉和观众通

过直播平台观看音乐会一起过浪

漫七夕。

早在90年代中期时，红豆

集团创始人周耀庭就发现，随着

西风东渐，圣诞节、西方情人节

在国内过得越来越热，而我们自

己的传统节日像端午节、七夕节

等渐被人淡忘。因此，在上世纪

90年代末，周耀庭拿出了创业时

的热情，以红豆为载体，开始了

弘扬“七夕”之路。从2001年

起，红豆集团开始打造“红豆七

夕节”，倡导中国人过自己的情

人节。红豆集团在倡导“红豆七

夕节”时，歌颂牛郎织女的忠贞

爱情、贫贱不移，并把“红豆”

作为中国情人节的传播载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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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爱发展成大爱。

历届七夕情人节主要活动

有：猜谜，诗会，游园，放河

灯，民族学家论坛，“征情”信

物征选，“20万元寻当代王维”

诗词大赛等。从2001年到如今，

红豆集团已经连续成功举办19届

“红豆七夕节”。红豆相关负责

人表示，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红

豆主动扛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

大旗，不仅是企业文化的外延、

企业品格的内化，更是企业坚定

“四个自信”，特别是坚定文化

自信的自觉行动。守住传统文化

之脉，才能使企业立足于世界品

牌之林而不败。

（2019年8月8日 人民网）

红豆 让七夕成为“我们的节日” 红豆集团十九年如一日打造“红豆七夕节”
◎ 姜国华 ◎ 红轩

从2001年的门庭冷落到2020年的高朋满座，红豆倡导的

“红豆七夕节”真真切切地成为了“我们的节日”，20年来的

成长和蜕变离不开国家省市区各级媒体的海量报道。这些报道

客观地记录了红豆七夕节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红豆集

团矢志坚守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初心。因篇幅有限，本版选登的

是部分历年来的报道。

【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