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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张静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暗夜下，黑袍里，每个人默不作声，却暗暗指引，将刺杀者卢切尼引向

茜茜公主。他一步步靠近公主，直到尖锐物穿透茜茜公主胸膛，开出红色

玫瑰——25岁的杭州姑娘陈嘉凝最喜欢这幅作品。

这是她创作的《音乐剧〈伊丽莎白〉纪念画集》中茜茜公主被刺杀的一

幕。这本画集改编自著名德国音乐剧《伊丽莎白》，由浙江人民美术社出

版。46幅作品，全部出自陈嘉凝之手。日前，这本画集在德国发售。

46幅作品画完茜茜公主一生，书上的每个小点都是旋律

浙大女生画了一部音乐剧

一边画画一边听歌
每天8小时创作

伊丽莎白，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茜茜公

主。她当时是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女公爵，

16 岁时嫁给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

夫，成为奥地利皇后。茜茜公主的生平被多

次搬上荧幕，1992 年还被改编成音乐剧《伊

丽莎白》，在奥地利维也纳首演。

《茜茜公主》电影三部曲在上世纪 80 年

代引入中国，这一人物形象也一度成为观众

心中甜美梦幻的代表。陈嘉凝说，就像现在

迪士尼公主在女生心中的形象一般。

如今的陈嘉凝是浙江大学设计学专业研究

生三年级学生，距离她创作本科毕业设计作品

《音乐剧〈伊丽莎白〉纪念画集》已经过去3年。

2015年1月3日，陈嘉凝带着父母来到上

海文化广场，观看她期待已久的德国音乐剧

《伊丽莎白》。这部以19世纪欧洲为背景的音

乐剧，讲述了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反抗命

运、追求自由的一生。一出剧院，她告诉父母

和导师，“我的毕设要做《伊丽莎白》，我一定要

做《伊丽莎白》，我必须做《伊丽莎白》。”

那时的陈嘉凝是浙江大学视觉传达的大

四学生，开始设计草图、构思装帧。她每天沉

浸在 1992 年首演版、2005 年重演版和 2007

年日本版三个不同版本的《伊丽莎白》音乐剧

中，歌词能带给她创作灵感。“一边画，一边

听，从早到晚每天放八个小时，搞得我妈都会

唱了。”

用一本固体书
重现一部音乐剧

陈嘉凝说，这册画集是本固体音乐剧。

《音乐剧〈伊丽莎白〉纪念画集》里，画像的灵

感来自音乐剧《伊丽莎白》，文字来自音乐剧

里的德语歌词。而封面上、目录里、画集里布

着的小点，是陈嘉凝有意为之。学过钢琴的

她，把音乐剧的调子用五线谱表现出来。抽

离五线谱，剩下的就是一串串点。“我希望所

有元素都是有意义的，每一串点都对应一个

旋律。这段旋律就是这首歌的标志，可以唱

出来。这本书本身就在歌唱。”

“我要在书里重现这部音乐剧，想尽可能

按照原剧来画。历史上的茜茜公主很喜欢海

涅，为此我去找了海涅的诗选来看。”音乐剧

里，茜茜公主和“死神”跳最后一支舞的画面，

陈嘉凝在海涅的《唐·拉米罗》找到了原型。

对应于剧中茜茜公主的儿子饮弹自尽一

幕，陈嘉凝在画上打了个孔，孔的边缘呈黑色

灰渍，孔的下一页恰巧对应红色画面。她想

表现弹孔，让读者在书里看到动态的画面。

“我想打破传统书籍的形式，打破传统的阅读

体验。我希望把书籍、音乐剧和舞台之间联

系起来，让书籍获得新的意义。”

等了两个月
终于等到原作者授权

从创作画集时，她就想着出版，但画集里

运用了《伊丽莎白》的歌词，陈嘉凝必须取得

剧本作者米歇尔·昆策的授权。

“父亲年轻时从事德国的外事工作，在德

国有一个合作了 20 多年的好朋友。那位朋

友帮我跟昆策联系，昆策给了我邮箱和地

址。”陈嘉凝把画集寄给昆策。

“等了很久，当时觉得没什么希望了。我

觉得这是给《伊丽莎白》致敬，这是我最喜欢的

音乐剧，我希望画集能保持和《伊丽莎白》的联

系。”整整两个月，她终于等到了昆策同意出版

的邮件。出版时，她总共创作了46幅作品。

“我们想真正理解茜茜公主是不可能

的。”陈嘉凝觉得，她和昆策的某些想法是相

通的。“昆策不喜欢人家说他的剧本展现最真

实的茜茜公主的一生。每个人认识到的茜茜

公主都不一样。”茜茜公主在陈嘉凝心中是甜

美的童话，她也看到“茜茜公主不是一个称职

的皇后，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但她追求自己

的生活没有错。”

本报讯 日前，杭州时代小学“花裙子节”

开幕。

刚刚走入校园，记者就被门口的装饰品

吸引了眼球——一条条被精心装裱过的手绘

“花裙子”随风飘扬。郦校长介绍，这些花裙子

是同学们的亲情作业——亲手为妈妈们绘制

一条花裙子，这项作业反响非常好，被选中作

为装饰品的花裙子的创作者也会收获奖品。

取代了整齐划一的校服，校园里满是花

裙子、花衬衫的影子，男孩子们穿上了花色各

异的衬衫，女孩子们则换上了五彩斑斓的美

丽裙装。不仅是同学们“盛装出席”，老师家

长们也不例外，“我从来都没穿过这种裙子

啊，走在路上还担心别人看我。”一名穿着艳

丽花裙的奶奶有点害羞地说道。

花裙子节的传统项目“走秀”拉开了这次

活动的帷幕，与其他的传统亲情活动不同，这

次走秀邀请的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奶奶外婆，

同学们和奶奶们一起换上花裙子，走上T台，

台步也许不专业，但是互动和笑颜中都透露

着亲情的温馨。

五（4）班的王誉洁和奶奶已经是第二次

登上T台秀的舞台了，这一次，奶奶极力要求

要穿一条和孙女一样的裙子，穿上这条绿色的

裙子，奶奶和孙女都非常开心，时光流转，两代

人之间的时间鸿沟被两条裙子瞬间填满。

在走秀结束后，同学们欣赏了艺术节中

的十佳表演，独唱、弦乐合奏纷纷上场，不仅

小礼堂里欢声笑语、称赞连连，收看直播的教

室里也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郦校长表示，这是时代小学第三年举办

“花裙子节”，初衷是希望用花裙子来作为载

体，提倡亲情教育。因为同学们的家庭结构，

学校选择了邀请奶奶外婆们来参加活动，郦

校长说：“我特别开心能够看到奶奶们自信地

走上舞台，有时候还能听到有老人家打趣：

‘小孩子们也不会嫌弃我们了呀’，我们希望

能够通过这些活动，给孩子和长辈们提供一

个契机，让他们进行情感交流和言传身教的

教育，而情感教育是无法强制的。”

本报记者 姜赟 实习生 刘安琪

杭州时代小学举办“花裙子节”，学生们穿得要多花有多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