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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剧创始人储兰兰女士莅临我院 

开展“京剧新声，大美国粹”专题讲座 

10 月 27 日上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邀请了

新京剧创始人、兰新剧团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储兰兰女士到院

访问，并以“京剧新声，大美国粹”为主题开展文化交流讲座。讲座

由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院长赵龙跃教授主持。 

活动伊始，赵教授对储兰兰女士进行了隆重介绍，并代表研究院

全体师生对储兰兰女士的莅临交流表示衷心的感谢。作为享誉海内外

的著名京剧艺术家，储女士曾在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国及哈

佛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演出演讲、传播京剧国粹。 

赵教授指出，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的目标是培养综合型国际高端

治理人才，要求其有广泛的知识背景，增强其国学素养和文化自信尤

为重要，知识报国，兼济天下。京剧作为国粹，在新时代发挥着传播

中国文化和增强民族自信的重要作用，邀请储女士与同学们开展交流

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同学们的文化底蕴，更能帮助同学们增强文化自

信，未来在国际舞台上更好的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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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储兰兰女士主要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三个问题为核心介绍了京剧的起源、发展及当前京剧创新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新京剧源于京剧，是在传承京剧的基础上，对传统京剧和现

代京剧的创新与发展。新京剧作为国粹与国学相融合的新产物，是将

中国优秀文化推向海外的使者。 

在“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上，储女士从 1790年，乾隆过八十大

寿，徽班进京贺寿，吸取其它剧种的剧目和表演方法而形成京剧开始

讲起，详细介绍了京剧发展的四个时期：从形成期到传统京剧，再到

现代京剧，最后迎来新京剧时代。新京剧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

承，一步步丰富艺术表现形式，使得京剧更多元更加富有表现力。 

针对新京剧的未来发展，储兰兰女士回答了“到哪去”的问题。她

通过接待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律顾问的故事，展示了新京剧对于中

西文化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性。并指出，新京剧未来要不断创新。她即

将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新京剧艺术实验室，进一步创新京剧形式。“时

代在发展，舞台在变化，科技在进步，京剧也要与时俱进，创新非常

重要。”储女士在提到现代技术进步对传统文化的推动作用时说道。 

关于京剧在当代人才培养和发展规划的问题，储女士也表示，京

剧的教学讲究口传心授，缺乏系统的理论教材。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开

展京剧“进校园”的行动，在未来仍需要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真正

有效的国粹教育，将中国文化传承下去。 

   交流活动中，储兰兰女士创新授课方式，从艺术理论到亲身实践，

从专业术语到具体内涵，无不详尽。储女士不仅现场表演了《洛神赋》、

《杏花红》等经典曲目，还播放了由她自己演唱的《梨花颂》的 3D全

息版，以此展现了京剧与 3D全息投影技术结合的新表演形式，充分彰

显了新京剧的独特魅力，在场同学无不被其精彩的演绎所感染，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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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不断。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提问，就新京剧最新的发展情况和

传统艺术人才培养等问题向储兰兰女士请教。她表示有许多人认可、

喜爱新京剧，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新京剧，这对京剧

的发展和传播有很大的帮助。 

活动最后，赵龙跃教授高度赞扬了储兰兰女士对京剧艺术和中华文

化的传承和创新所做的努力。他指出，储女士不仅仅是一位艺术表演

家，更是艺术思想家、理论家和外交家，她坚持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时

俱进，突破固有模式，其创新精神值得每位同学学习。 

赵教授指出“伟大的事业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国

际治理创新研究院的梦想是培养综合型复合型的国际治理人才，是经

过若干年的实践历练，能够代表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国际治理和国际

博弈，能够竞争国际组织中、高级工作职位，能够通过课程设置、培

养模式和专业建设的创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全方位高端人才。 

在当代，文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重要软实力。作为四大文明

古国之一，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文化碰撞交融的今

天，中国传统文化更应为中国社会各界所重视。本次讲座加深了同学

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同学的文化自信，有助于同学们继

承传统优秀文化，传播中国文化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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