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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袍！感受来自传统的魅力

“从两年前起，我几乎每个月都会买一套汉服。”汉
服爱好者崔婉打开她的衣柜，里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汉
服：齐胸襦裙、明制马面裙、宋制旋裙、交领大袖……
样式琳琅满目，十分华美。崔婉拿出一套齐胸襦裙向记
者介绍，这套叫作“醉红妆”的汉服是她“入坑”第一
套汉服，“入坑”以来她花在汉服上的开销月均 1000 至
2000元。“我是始于齐胸，忠于明制。”崔婉说，“光是明
制马面裙我就买了10件左右。”

像崔婉这样热爱汉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日前，
“永不落幕的汉服节”在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启动，成
千上万的汉服爱好者从各地云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过去穿汉服上街，会吸引很多异样的目光，甚至
有路人问我穿的是不是韩服。”汉服业余模特张丽华告
诉记者，她喜欢汉服已有五年之久，现在成为一名业余

“种草姬”。
“一开始我只是在微博等公共平台随便发一发自己

穿汉服的照片，后来渐渐地有了一点粉丝基础，业余会
接一些工作室的商业模特图约拍。”张丽华说，自己第
一次的拍摄在北京玉渊潭公园，有很多路人围观她，当
时非常不好意思。“现在顶着人群目光在公共场合拍摄
已经是常事了，我脸皮也厚了不少。”张丽华笑说。

在汉服圈内，除了普通爱好者和“种草姬”外，还
有许多“有身份”的爱好者——汉服“妆娘”、“手作
娘”等，小猫就是其中一位。“我经常给一些汉服爱好
者、模特化妆，近两年有这方面需求的人明显变多。”小
猫表示，每逢节日、汉服活动时会有许多汉服爱好者找
她约妆、找摄影师约拍，她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姑娘打扮
得漂漂亮亮。“我平时会研究史料，力求还原古代妆容，
包括我手作的各类饰品也都是有文物参照的。”小猫说，

“当一名‘妆娘’‘手作娘’可不容易呀。”
从天猫海外的情况来看，汉服作为新国货，不仅成

为年轻人的新时尚，这股风潮也正在海外兴起。今年5-7
月，天猫海外平台上，汉服出海销量同比增长超20%。在
法国留学的刘楚心告诉记者，她非常喜欢中华传统文
化，在法国上学时穿汉服也是常事。“同学们对汉服都很
好奇，在我的介绍下，越来越多的同学也喜欢上了汉
服，甚至有同学托我从国内代购汉服。”刘楚心说，“穿
汉服也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作为中华儿
女，我们当仁不让！”

《诗经》 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同袍”正是
汉服爱好者彼此的称呼。随着“同袍”数量攀升，汉服

已经成为亚文化圈子里不可忽略的一个分支。天猫女装
汉服行业负责人萧枫向记者介绍，2017年到 2019年，淘
宝天猫上的汉服品类爆发式增长，三年销售额增长了 6
倍，目前汉服的主要品牌、商品供给、创新发展和消费
都发生在淘宝天猫平台上。“今年汉服市场受到疫情的
影响，但仍会延续爆发式增长的势头。”萧枫说，“我们
预计，汉服的潜在用户超过 4 亿，未来具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创业！打造“汉服经济”的品牌

“汉服经济”热起来的背后，除了千万消费者的助
推，更离不开一批有梦想、有创意的“90后”汉服品牌
创始人的努力。

淘宝数据显示，2019年，有超过 2000家淘宝店铺孵
化成年入过千万且拥有品牌属性的淘品牌。从淘宝店到

“淘品牌”的路越来越短，尤其是在汉服领域，就涌现出
汉尚华莲、花朝记、十三余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淘品牌。
汉服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过 20亿元规模的市场，而且保持
着近150%的高速增长。

淘宝汉服品牌汉尚华莲的创始人小若，早在 12年前
就接触汉服，作为国内第一批汉服商家，她可以说见证
了这个“20亿江湖”的成长。小若回忆，2007年她刚刚
接触汉服时，几乎找不到买汉服的地方，而如今在淘宝
搜索汉服，无论什么款式什么颜色的汉服都有。

远山乔的创始人黄乔恩，还在读大学时就开起了淘
宝汉服店。服装设计专业的她，接连推出改良款汉服、
国风旗袍，引起了消费者对国风、汉服的关注。2018
年，黄乔恩成立了汉服品牌远山乔，短短一年时间，远
山乔就在汉服圈迅速积累了知名度，参加了 2019年淘宝
造物节，一跃成为年成交额过千万元的“淘品牌”。

汉服品牌织造司是一家年轻的品牌，今年5月正式上
线淘宝。不到4个月时间里，织造司在淘宝汉服这一细分
领域里屡次进入前十名。织造司主理人林威是一名“95
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织造司上线的单
品主要以明制汉服中的马面裙为主。“选择它的原因是
我们认为马面裙最有可能被作为日常服饰中的‘白 T’

‘牛仔裤’，从而达到汉服日常化、百搭化的目的。”林
威说，“我们把汉服比喻成榴莲，如果你硬塞一块榴莲
给从来不吃的人，他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如果你丢一
块榴莲糖 （马面裙） 给他，糖果作为大众消费品，接
受度就会变高，有可能成为他以后吃榴莲的第一步。”

汉服商家和品牌的迅猛发展，正是淘宝上中小商家
创业潮的缩影。许多创业者都在做着小众的行业，除了

汉服，还有手办、BJD、LOLITA、JK制服等，但都成了
各自领域粉丝们耳熟能详的品牌。

淘宝中小商家的蓬勃发展，和平台不断创新的商
业土壤息息相关。萧枫介绍，今年以来，淘宝又陆续
推出了“银河路计划”、淘宝直播“百亿扶持计划”等
一系列行动，目标直指帮中小商家善用平台资源、提
升营销能力和运用效率，实现更快成长。一代代年轻
创业者在这里把梦想变成现实，把自己的小众爱好变
成一门大生意。

出圈！借好数字时代的东风

不满足于“圈地自萌”，影视剧联名成为驱动汉服
“出圈”的重要动力。2018年底，与电视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联名定制的汉服仅一个月销售额就近百
万元，成为爆款。淘宝店铺“流烟昔泠”和 《陈情令》
的联名款，连续 3个多月霸榜消费者最爱的汉服前五位，
剧中人物魏无羡的专属定制套装在一个月里销量增长了3
倍多。“花朝记”和《长安十二时辰》联合推出的大袖儒
裙，几个月里销量暴涨12倍。

天猫联合电视剧《大明风华》等7个热门IP，与汉服
品牌共同开发特色 IP 货品，形成看剧到购买的营销闭
环。根据天猫公布的数据，在 《大明风华》 播出期间，
明制汉服成交人数同比上涨超过 800%，成交金额超过
500%。今年，阿里巴巴将为汉服打通全域生态，进一步
促进汉服品牌的重构。

萧枫介绍，助力汉服“出圈”的一大措施就是帮助
汉服商家品牌化升级，通过数字化赋能，帮品牌提高

运营会员和粉丝的效率，比如头部品牌汉尚华莲，目
前粉丝规模已经达到 340 万、会员规模超过 30 万，会
员人数同比增长超过 14 倍，这部分消费者可以说是
商家最具价值的资产。同时，淘宝天猫上也不断涌
现新兴品牌进入消费者视线，市场表现抢眼，比如淘
宝店铺“艺缕”的粉丝数一年间从 1 万多增长到近 50
万，增长超过 40 倍。

萧枫表示，汉服品牌“走出去”也是“汉服经济”
持续“发热”的一大因素。“今年 3月天猫携手上海时装
周打造云上时装周，天猫4家汉服品牌聚集云上时装周秀
夏款新品首发。”萧枫说，“汉服品牌汉尚华莲还登上了
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成为站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汉服
品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潮流结合下多
元、包容、充满活力的文化形象。”

尽管汉服已不再“小众”，但萧枫认为，汉服领域目
前仍面临不够日常、与潮流元素结合不紧密等问题。“国
家和媒体对传统文化的倡导对汉服市场影响很大，将进
一步推动汉服融入日常生活。”萧枫说，“旅游、公司年
会、婚礼宴会等场合，也成为消费者购买汉服的主要驱
动因素之一，天猫大量品牌已经尝试将汉服元素和潮流
元素融合，将汉服元素更加常服化。”

林威认为，当前汉服还面临着形制不合、复原化汉
服市场活力不足的缺点。“由于当下大多数人的眼球被古
装剧、古风游戏、Cosplay等吸引，导致人们较容易把复
原化汉服当作道具服看待。”林威说，“而织造司更倾向
于在保留传统形制及工艺的情况下，结合当下潮流审美
的设计，在输出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让更多消费者接
受并穿上这类汉服。”

汉服正越来越受欢迎。在周末的公园
里、传统节日的大街上，我们常常能看到身
着汉服的年轻人。过去，他们或许还会引起
路人的侧目围观；如今，大家对这些汉服爱
好者们越来越习以为常。而这种“习以为
常”恰恰预示着：“汉服热”已是一个无法
忽视的社会经济现象。

中国本土服装产业首先受益。近年来，
中国服装产业整体涨势减缓。尤其今年受疫
情影响，服装产业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7月份全国纺织服
装类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7.5%。因此，在大
环境遇冷的背景下，汉服的逆势上扬无疑为
整体服装产业注入一剂强心针。汉服背后涉
及多个生产环节，从图稿设计、材料选择，
到打版裁剪、加工制作，这些产业链环节和
相关从业者都将从汉服的热销中获益。

对中国本土品牌的声誉也大有裨益。在
服装品牌领域，中国品牌一直给人以中低端
的刻板印象，外资品牌常常带给人“高端”

“质量好”的感觉，甚至很多中国品牌都爱
使用“进口面料”“外国设计师”等噱头来
吸引消费者。但是，汉服脱胎于中国传统文
化，在品牌营销上“披洋皮”的老办法显然
不再适用。消费者对于“什么是一件好汉
服”的认知，必然会迎来重塑。一旦消费者
认可了你设计生产的汉服，也大概率会认可

你设计生产的其他东西。这对中国品牌乃至
全服装行业来说，都是一次展示自己的难得
机遇。

汉服越来越火，下一步该怎么走？科技
企业挣到钱后，会把一部分利润投入研发，
以获得更新的技术、更深的“护城河”。对
于汉服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成功的衣
服版式很容易被“借鉴”，要想保持优势，
除了继续严格品控、扩大受众，还应在设计
能力上下工夫。大部分汉服消费者，都是从

古装剧中建立了对汉服的认知和兴趣，但随
着了解的深入，消费者必然对汉服的“复原
度”和“文化内涵”提出更高要求，这就需
要汉服企业把更多资源投入到传统服饰文化
的开掘和研究上，汉服设计师可能本身就要
成为中国传统服饰研究领域的专家。如此一
来，文化与经济实现了双赢：企业获得了更
强大的设计能力、灵感来源，传统文化的保
护和传播得到了更多来自市场的资源，消费
者们为传统文化花的钱，最终能够反哺传统

文化的保护和传播。
一个行业，有了大量消费人群，就会吸

引大量生产集群。这不仅意味着带动就业，
更意味着才智、资金、人力的注入。对汉服
行业来说，这些资源如汩汩流淌的源头活
水，既灌溉着上游产业链各环节，也滋润着
中华传统文化这块“精神园地”。反过来，
上游配套能力的增强、传统文化的开掘和传
播，又将提升汉服行业的水平、扩大汉服消
费的市场。这种汉服发展的良性循环，我们
乐见其成，充满期待。

期待汉服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韩维正

期待汉服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韩维正

市场规模达数十亿 消费人数超2000万

那些“汉服江湖”里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孔德晨

近年来，汉服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的热
捧。2019年仅淘宝平台的汉服成交额就超过了20
亿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已有超过2000
万人在天猫上买汉服。这表明，汉服已经从过去的
一个亚文化“小圈子”，变成了一门拥有数千万消
费者、数十亿产值的“大生意”。“汉服经济”，名

不虚传。
如今，整个汉服圈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

产业链条，并诞生了一批圈内知名品牌。年轻，是“汉
服经济”的一大特点。本报记者采访了汉服爱好者与
品牌商家，讲述新兴消费现象“汉服热”背后那些年
轻人的故事。

天猫联合品牌在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举办创新汉服走秀。 阿里巴巴供图天猫联合品牌在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举办创新汉服走秀。 阿里巴巴供图

▲ 8月 10日，在江苏省如皋市少儿图
书馆内，老师在教小朋友学习汉服礼仪。

徐 慧摄 （人民视觉）

◀ 5月 19日晚，汉服爱好者提灯乘坐
摇橹船夜游古镇水巷。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