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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三岁在南京模范女子中学读书的时

候，陈奇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5年被中共地
下组织创办的洪流剧社吸收为演员，演出过沈

西林编剧的《压迫》及陈白尘创作的《结婚进行
曲》等。更重要的，她还是个小地下工作者，与一

个代号叫“大哥”的地下党员单线联系。一直到
上世纪五六十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小妹”才知

道当年的“大哥”就是后来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秘

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的刘厚生，兄妹相认，
多少往日情谊尽在不言中。

没有人的人生是容易的，谁不是历经万难，

才找到归宿感。而对陈奇而言，在这一点上，她

是幸运的。早早找到了一生心之所向，便再无顾
虑和恐惧。问陈奇一生受过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她摇摇头说，都忘记了。一旁的魏文接过话头，
“怎么会没有挫折，她因为说了一句‘外行不能领

导内行’，差点被打成右派。十年动乱里，该吃的
苦都吃了，不是忘了，只是早就放下了。”魏文清

楚记得，浩劫过后，家里一贫如洗，好不容易拿到

组织上的补助 200元，却被偷了。这个数字在当
时无疑是笔巨款，但带着魏文报完案，陈奇又拉

着她去剪了头发，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
样。爱比物质上的追求更重要，陈奇用行动将自

己的人生信条传递给了女儿。人生多无常与无

奈，学会忘记，就能走更多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如今她住在浦东的一个老人公寓，仍然发

挥着她的余热，公寓里的秘书都十分爱戴她，女

儿还在身边陪伴她。每日来照顾的钟点工小申

也打心眼里爱上了这个心里没有自己，只有他
人的老太太。得知陈奇受邀参加大世界的直播，

小申特意给老太太买了一件红色的中装，连声
说：“她是我们大家的好妈妈”。万事不讲究，平

日里，陈奇穿得最多的，是已经过世的二姐留给
自己的衣服。人生这条长路，起伏难免，就算不

是最好的时光，也要尽量开开心心地过好。“想
别人多些，想自己少些，这就是我的快乐秘诀、

长寿秘诀。”

学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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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大都是在电视上认识陈

奇的———1989年，《十六岁的花季》
里陈非儿的好婆；1991年，《上海一

家人》里的瘪嘴李老太；1994年的
《孽债》，1997年《夺子战争》《婆婆

媳妇小姑》……尽管大多是配角，
但“国民奶奶”“江南第一老太”的形

象一时无人可敌。

此前，陈奇是上海人民艺术剧
院的一名话剧演员，在《刘胡兰》

《枯木逢春》《于无声处》等出演过
重要角色。陈奇说从入行的第一天

起，就知道自己的条件并不好，“也

知道自己不行，但内心是热爱的”。
带陈奇入门的是戏剧大师黄佐临

先生。1946年，陈奇考入了南京国
立戏剧专科学校表演系。那年，黄

佐临正筹备把杨绛先生的喜剧处
女作《称心如意》搬上舞台，陈奇被

调去演“姑妈”。十七八岁的女生忐

忑不安，但佐临先生很乐于调教这
批初出茅庐的学生，“他教我们如

何在舞台上放松，如何在舞台上发
声，把声音‘打’到最后一排。我们

就天天在小河边念台词，练‘气
功’。”

1950年，由华东文工二团和一
些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及上海

戏剧电影界人士共同创立了上海人
民艺术剧院，黄佐临是创始人之一。

陈奇成为上海人艺第一批演员。
1953年，黄佐临导演了日后成为上

海人艺名剧之一的《曙光照耀莫斯

科》。作为参演成员，陈奇清楚地记
得，当时不分日夜，除了背台词，还

要完成佐临先生布置的一大堆书
面作业，从历史背景、人物思想到

人物性格，每个人都要谈理解、谈
感想。佐临先生对艺术追求的严谨

与细致，对戏剧的态度影响了陈奇
一辈子。

佐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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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场疫情，年前

从伦敦回上海看母亲的
大女儿魏文难得地与母

亲有了一段“悠长假期”。
她一边用精油搽拭着母

亲的后颈，一边笑说：“我
们全家人都说，‘妈妈对学生比对我们好’。”

陈奇有两个女儿，丈夫在“文革”期间去世后，
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艰苦可想而知。后来女儿们

在伦敦安了家，陈奇拗不过孩子们的央求，也去伦
敦住过，但每次都不会超过 3个月。不听女儿们的

劝阻，陈奇坚持放弃了当时唾手可得的“绿卡”，尽
管对此有嗔怪，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幅书法“大

爱”，魏文说：“我的妈妈把所有的热忱和精力都投

入了她热爱的事业，我们都理解她了。”尽管远隔重
洋，孙辈依然耳濡目染地受到了外婆家风的影响。

小女儿的儿子学医，恰逢今年毕业，立刻被派到抗
疫一线。魏文的儿子坤坤从小是优等生，5岁开始，

每年暑假被送回上海，跌跌撞撞跟着外婆跑片场，

做任何事都要认真，自己不重要，关注别人的需求

是外婆在幼小心灵里播下的种子。热爱科技的坤坤
大二创业开了自己的公司，大学毕业游学期间，选

择要去非洲最艰苦的地方支教，带上了创业挣来的
钱。知道那里没有电、没有网络，因为担心安全，这

次连外婆都不同意孙儿去，倒是妈妈魏文站出来力
挺儿子。支教回来，坤坤在给外婆的电话里，描述清

晨起来看见窗外趴着一排小黑脑袋，个个眼里流露

着渴望的眼神，由衷地感叹，再不会怪小时候妈妈
对自己太过严格了。

年事已高的陈奇并没有闲下来，只要力所能
及，从不会拒绝别人的邀约。因为 1998年在《春光

灿烂猪八戒》饰演过朱家奶奶，去年徐峥的新片
《囧妈》里人们惊喜地看到了陈奇。因为热爱做慈
善和公益，上个月接到李少红导

演的电话，听说是一部与扶贫相
关的戏，陈奇二话不说，让魏文

退掉了去青岛度假的机票，“我
是老党员，这部戏，我要去。”

2

    多年后，陈奇对自己的学生方

青卓、陈燕华、肖雄等说的第一句
话是“要很喜欢，要拥抱戏剧”，这

是陈奇挑选学生的第一标准，如果
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就可以沿着这

条道路慢慢往前走；如果只是为了
名利，就走不远。如今，方青卓习惯

亲昵地叫陈奇“妈妈”。

1983年，同样是戏剧演员出
身的方青卓由沈阳话剧团到上海，

出演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农民
题材电影《鼓乡春晓》的女主角，陈

奇饰演她的母亲。这是方青卓第一

次有机会涉足大银幕，也是第一次
到上海，“那么宽的马路，我都不知

道怎么走道”。生活上，陈奇给了年
轻的姑娘慈母般的爱，业务上，陈

奇则是最严苛的老师。戏里要求方
青卓学打凤阳花鼓，虽然不太好

学，但方青卓自认还难不倒文工团
出身的自己。有一天晚上，排了一

天戏，精疲力竭的方青卓早早上了

床，还没合上眼就被陈奇叫了出
去，“以前你是话剧演员，十次试

镜，九次没有成功，这次你一定要
万分珍惜机会。穿上衣服，再去打

两百个。”那时候，一个电影能足足
拍一年，陈奇“妈妈”将从黄佐临先

生那里获得的体验又原原本本传
给了方青卓。“黄佐临先生到过世

前，他的心也一直在戏上。我差不
多也是这样的人。”陈奇说。

陈奇“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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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奶奶”陈奇周一刚过了91岁生日。人生长路，多愁

的人，一件小事也会怨天尤人。学会忘记，心中有爱，就能走更

多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十几天前，陈奇刚帮演了李少红导演的新剧《石头开花》

之《三月三》，在福州拍了十天戏，所有人赞叹这位“国民奶奶”

的精气神，可私下，陈奇还是会感叹自己“耳朵不行了，讲话也

不如过去那么好”。好在，生命多喜悦，岁月长安宁。

“大爱”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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