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世界電剪大王」計佑銘之女、新一屆甘肅政協港澳委員，計艷莉近
日接受本刊記者訪問時表示，此前一直關注甘肅的貧困教育，今年會把更多
工作放在老齡化問題上。此外，甘肅現在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黃金期，她願為
甘肅與香港的合作牽線搭橋。她說：「雖然香港和甘肅相隔數千里，但身為
甘肅省政協委員，已經把自己融入到甘肅這個大家庭中，希望自己能盡最大
的努力為甘肅做一些事情。」

捐50萬建老人院 關注甘肅老齡化
去年首次當選甘肅政協委員的計艷莉，捐贈50萬元人民幣善款在甘肅興建
了一座老人院。目前，這座老人院已經落成，計艷莉為此感到欣慰。
計艷莉表示，如今，國內老齡化問題比較突出，很多老人都只有一個子
女，老人在家中無人照顧，而甘肅省經濟落後，老人不僅面臨的是贍養問
題，還有貧窮問題。她希望回港後，能聯繫更多的慈善團體關注甘肅老齡
化問題，尤其是甘肅農村老人。

希望更多的香港愛心人士「加入我們」
計艷莉表示，甘肅現在有國家級蘭州新區、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和國家生

態安全屏障綜合試驗區三大戰略平台，而香港在金融、服務、管理等方面經
驗豐富，很願意在高端人才、企業管理、配套設施、設計推廣等方面為甘肅
提供幫助，自己也願意為兩地開展合作牽線搭橋。
「我在香港時，經常會聽到甘肅發生自然災害。」計艷莉說，香港有很多

慈善社團和機構，災後重建方面，香港和甘肅可以加強聯繫，幫助甘肅進行
重建。「回到香港後，我會和此次來的港澳委員一起繼續呼籲更多愛心人士
加入我們，幫助甘肅防災減災，做一些減災項目。」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朱世強

計艷莉的父親計佑銘是前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志成國際集團
董事長；母親魏鳳英是貴州省政協常委、集團副董事長。計佑
銘和魏鳳英都是有名的慈善家，無論在西南地區的貴州，還是
遠在高原的青海，都有他們的身影和捐助。「我媽媽的身體還
好，她依然在貴州做教育方面的慈善，爸爸因為中風，現還在
療養康復中。」計艷莉說。

計艷莉表示，如今在工作之餘，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慈善事
業，是源於父親對她的鼓勵。「以前讀書的時候，就跟隨父親
去很遠很貧窮的地方做慈善，學習他們如何更加細心地幫助別
人。現在當了政協委員，感覺自己的擔子更重，想要踏踏實實
把慈善做好。每次去做，父親都會鼓勵我要俯下身子，走進那
些人的生活。」

一家三委員 用心做慈善

「香港文匯報信得過」
去年4月，當四川雅安蘆山大地震襲來時，計艷莉即以個人

名義，透過香港文匯報慈善基金捐出10萬元予當地災民，期望
向災區小朋友表達關愛之意。而早在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時，
她亦曾以個人名義透過本報慈善基金捐贈10萬元，希望將善款
用於協助災區小朋友重建校園。她說：「我透過香港文匯報這
個信得過的機構捐輸，有信心善款會到達災民手上。」
去年7月22日，甘肅岷縣漳縣發生6.6級地震，造成人命傷亡

和財產損失。為幫助災民渡過難關，計佑銘一家慷慨解囊，再次

通過香港文匯報向甘肅災區捐贈30萬港元善款，用於當地醫療救
助。「當時剛回到香港，就聽媽媽說這邊地震了，後來又看新聞
得知這邊傷亡慘重，於是就站出來捐助一些資金。」計艷莉說，
雖然自己做不了什麼，但希望出一份力幫助更多的人能重建家園。
甘肅發生地震後，計艷莉作為甘肅省政協委員，立刻致電當地

朋友詢問災情。「我感到非常難過，身為一名母親，對於那些無
家可歸的孩子，心情無法形容。」計艷莉說，今年時機成熟的話，
會去震區看看那些孩子需要哪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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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三下鄉：不做「花瓶」
自去年當選甘肅省政協委員後，彭丹的目光就盯住了基層。會議剛剛結
束，她便遠赴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縣實地調研。「我不是土生土長的甘肅
人，就想多了解甘肅的農村是什麼樣子，貧困戶有什麼需要。」
去年7月22日，甘肅岷縣漳縣地震發生後，正在香港拍戲的彭丹當即起身
飛往蘭州，帶大量物資和40萬元現金，經過一路泥石流和餘震於次日抵達
災區。她在災區親手幫助災民搭帳篷，安慰失去親人的老鄉。
前不久，彭丹再次深入隴西縣中藥材市場，考察中藥材物流基地。彭丹告
訴記者，隨了解的深入，自己對甘肅的感情就愈加濃厚，這裡已成她的第
二故鄉。
和彭丹同在「文藝組」的一名甘肅省政協委員說，彭丹作為一名女明星委
員受關注度很高，不過在「兩會」期間，她不僅不遲到不早退，還專門調研
寫提案，現場發言更是主動、精彩。
「政協委員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履職，好比從演員到導演是一樣的。」彭丹

說，政協委員責任重大，除了態度端正、全勤出席外，還需寫出切實可行的
提案，而不是概念和空洞宏大的目標。「我會從我的專業出發，為甘肅的文
化大省建設提一些方案。」
彭丹從8歲開始就接受嚴格的芭蕾舞訓練。她表示，政協是參政議政平台，

公眾關注她什麼都不重要，無論是她的身材也好，外表也罷，直至關注她的
提案和她的主旋律作品，只要能夠傳遞正能量。

投身紅色主旋律：源於民族愛
「我的第一部電影《開火車上北京》就是1998年在甘肅拍的，是典型的

主旋律影片，到現在有15年了。」對於自己的轉型，彭丹開門見山：「其實
轉型倒不是有意為之，15年的時間對女演員是很寶貴的，持之以恆地堅持主
旋律影片，只源於我對祖國和民族的熱愛。」
彭丹坦言，女性一定要有胸懷，有胸懷的女人才能在信仰的道路上忍辱負
重走得更遠、更穩。
15年來，彭丹先後拍攝了《張思德》、《鐵道游擊隊》、《南泥灣》、
《可愛的中國》、《開火車上北京》、《黃埔軍人》、《烈火英雄》等主
旋律影片，2013年更是拿到澳門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上海紅人榜最佳新銳
導演等獎項。
「香港拍攝影視劇的經驗對我今天的發展很有幫助，如果沒有當初的商業
片，也不會為我拍主旋律影片積累經驗。」彭丹說，電影沒有高低之分，什麼
樣的電影都有自己的市場，無論是主旋律、藝術片還是商業片。「我以自己是
中國人而自豪，也相信通過市場化、藝術化、國際化運作，中國會打造出更多
好看的、有市場的、有價值的、能夠傳遞正能量的主旋律影視作品。」

拒絕《花花公子》：當年不會拍現在也不會拍
早年彭丹在美國求學時曾同時打四份工，時薪6美元，餐廳服務員、保姆、

郵遞員、洗衣員都幹過。多年後再提起這段往事，已事業有成的彭丹並不避
諱：「那時我們在美國留學很窮，打工都只有6塊美金一小時。」
然而當《花花公子》出價25萬美金邀請彭丹拍攝封面時，卻被彭丹一口拒絕。

「當時是我最窮的時候，那時一邊讀書一邊跳芭蕾，還一邊打工。跳芭蕾舞要
花很多錢，《花花公子》的出價確實有很大誘惑，但考慮再三還是拒絕了。」
談及原因，彭丹表示，作為一名中國女性，自小受的教育使自己不能接受
拍這樣的封面，其次想到8歲起從北京舞蹈學院到中央芭蕾舞團，是國家培養
了自己，拍性感、暴露的商業雜誌封面不合適。
彭丹坦言，如果今天還有人請她拍《花花公子》封面，她的答案依然是肯
定的：當年不會拍，現在就更不會拍了。正是此次經歷，彭丹被香港導演黃
百鳴和王晶邀請赴港拍戲。「所以我進香港演藝圈完全是個偶然。」

「我是草根委員，但不是走過場的『花瓶』，更不是到甘肅政協來『打醬油』為自己鍍金的。」

接受本刊記者獨家專訪時，作為甘肅省政協委員的香港明星演員彭丹說。彭丹去年初次走上參政

議政的舞台，並一度成為社會熱議的政協委員之一。彭丹在榮譽和質疑面前，選擇用行動來回

應。她認為，香港有規範完善的融資渠道、高端的文化人才和一流的服務管理，兩地攜手合作將

大有可為。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朱世強、肖剛 實習記者 梁靜茹

今年甘肅「兩會」期間，彭丹被授予擔任甘肅省
打造的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形象大使。她不僅在甘肅
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樓、百年中山鐵橋拍攝了宣
傳片，還提交了一份建議設立敦煌國際影視保稅港的
提案。
彭丹說，甘肅文化底蘊深厚，敦煌文化和舞劇

《絲路花雨》不僅在中國家喻戶曉，放在全世界也
極富代表性和感染力，建議設敦煌國際影視保稅
港，吸引國內外知名企業來甘肅投資，帶動文化產
業發展。
彭丹坦言，甘肅可依托敦煌國際影視保稅港，打

造敦煌影視，成立版權教育中心，與文化發展和影視
製作對接，儲備人才，打造甘肅自己的專業團隊，這
些將有效推動甘肅影視文化產業的騰飛。
對於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的建設，彭丹說，甘肅

有八千年歷史文化，如何將這些絢爛的文化落到實
處，就需要一個個生動的作品，而作為絲路重鎮商埠
的敦煌是其中一張王牌，無論是舞劇、歌劇，還是話
劇、電影，都有很多故事可寫。
她還表示，香港有規範完善的融資渠道、高端的

文化人才和一流的服務管理，兩地可尋求合作，打造
一流的文化產品和項目。

彭丹擔任甘肅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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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丹在甘肅兩會小組討論會上發彭丹在甘肅兩會小組討論會上發
言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許亞飛香港文匯報記者許亞飛 攝攝

■身兼甘肅省政協委員的計艷莉早前以父母計佑銘、魏鳳英及她本人的名
義，透過本報捐款30萬元支援甘肅地震災民，本報社長王樹成（圖左）及
總編輯李曉惠（圖右）與計艷莉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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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草根委員 但我不「打醬油」

■彭丹導演的主旋律電影《南泥
灣》在香港首映。

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

■彭丹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許亞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