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的汉服产业很朝阳。根据
2020年8月天猫服饰等机构发布的
数据，近三年来汉服市场呈现爆发
式增长，2019年淘宝平台上汉服成
交金额首次突破20亿元。

越来越多人进军汉服产业，抢
占商业先机。但作为一个初创企
业，就算身处朝阳的产业，也并非能
一帆风顺。

王敏对此深有感触。“我有一次
非常崩溃的经历，那是在2018年。”
王敏回忆道，当时上的新款卖得还
不错，一上架就被预订了 60 多套。
客户坐等收货，她赶紧让工厂赶制
100套。那时候，她还没有固定的合
作工厂，就联系了一家以前做洛丽
塔服装的工厂，并与工厂签了合同。

“但后来我才发现，任何合约的
约束，都比不上工厂的耍赖借口。”在
小加工厂面前，合同不过是一纸空
文。“跟工厂谈合约是没用的。他可以
告诉你，今天停电了，明天工人生病
了。”王敏说，到交货期时，她的布料摞
在工人桌子底下，没有一个人在做。

王敏强忍着气愤，求师傅帮帮
忙。她连续三天都去工厂蹲守，盯
着师傅做货，但到了第三天，她的货
只做出来两件，其中一件还把衣服
的带子装反了。

“我当时就崩溃了，对他们吼着
‘你们不用做了！’”王敏气愤地抱起
半成品布料离开，一上车她就哭出
了声。“我也不知道要把这些裁片抱
到哪儿去，因为好不容易才找到这
家工厂愿意接单。”

进入汉服产业的第一年，王敏
遭受了很多挫折。怎样提高销量，
如何打开网上渠道，库存压力如何
缓解……在诸多的阻碍面前，她对

工厂问题的记忆尤为深刻。“工厂只
想接产量化的订单，1000件或许是
会被他们认为较合适的订单。”但作
为一家初创企业，1000件无疑是一
个天文数字。

此外，因为不熟悉绣花、印花等
各种细致工序，她的成本比别人翻
了一倍，“同样一件衣服，别人卖五
六百有利润，我必须卖八九百才有
利润。库存高企，投资没有回本，合
伙人也渐渐撤资离开。”源于热爱，
始于坚持，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王
敏依然忠于自己的热爱，不断提升
自己和团队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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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梦归云”创始人王敏：
从古风摄影转行织梦汉服

最初被汉服之美所吸引，
执着于一种情怀，王敏从古风
摄影转行，摸着石头过河，从
此织梦汉服。在她眼中，成都
可以算是“汉服第一城”，凭借
这股底气，她坚信熬过了
2020年的疫情，2021年必将
是汉服产业更加兴旺的一年。

“素人皆有梦，梦里着华
裳，归来仙袂飘，云鬓花颜
俏。”王敏写的这首诗，装饰
在店面墙上显眼的位置。

作为成都的一名汉服商
家，王敏入行3年，创办的“素
梦归云”算是成都汉服行业
中的一家初创型企业，旗下
有素梦云裳原创汉服和素梦
归云亲子国风两个品牌。

王敏说，在汉服市场中，
30%的商家是头部企业，她
是70%中的一员。她的创
业经历没有大起大落，创业
成绩还没有十分亮眼，却代
表着大部分中小汉服商家的
真实生存状态。

最初被汉服之美所吸
引，执着于一种情怀，王敏从
古风摄影转行，摸着石头过
河，从此织梦汉服。在她眼
中，成都可以算是“汉服第一
城”，凭借这股底气，她坚信
熬过了 2020 年的疫情，
2021年必将是汉服产业更
加兴旺的一年。

古风摄影转行
赚到的“第一桶金”亏完了

在王敏眼中，成都
无疑是“汉服第一城”。

不管是举办汉服
活动的场数，汉服爱好
者的数量，还是汉服商
家的数量……放眼全
国，成都都是实力担当。

“行业有朝气，政
府也特别支持。”王敏
说，荷花池所在的成都
市金牛区，对汉服产业
的支持力度非常大，提
供了不少租金、装修等
方面的补贴。此外，在
成都还有大大小小的
汉服活动，比如 2020
年11 月在文殊坊举办
的汉服出行日，有助于
营造汉服氛围，普及汉
服文化。

“有了氛围，我们
的汉服自然就卖得出
去。”王敏认为，有了大
型活动，自然就会有流

量。有流量，就会营造
出良好的氛围。汉服
恰恰是一个非常需要
氛围的产业。

原创是汉服的生
命力。成都是一个原
创生命力非常强的地
方。虽然成都的汉服
商家竞争很激烈，但

“只要不抄袭，保持原
创，每一家店都有自己
的特色”。王敏说，其实
汉服终究只有几个制
式，但配色不一样，绣
花不一样，拍出来的照
片不一样，宣传不一样，
整个品牌就不一样。

“ 从 2018 年 到 现
在，除了30%的头部商
家，其他70%的商家都
不挣钱。”作为一家初
创型汉服企业，王敏对
行业保持乐观的同时，
也有着一份警醒。

古风摄影圈的人应该都听
过“盘古映画摄影”，这个如今
在部分城市还少量存活的古风
写真摄影品牌，曾经在全国拥
有两百多家加盟店。

它的创始人，正是王敏。
王敏与汉服结缘实属偶然。
她曾经的专业是环境工

程。如按专业所学，她毕业后
或许会从事如环境绿化、园林
打造相关工作。彼时，她无法
想象自己未来的职业会和汉服
相关。

2005 年，王敏到一家摄影
公司实习，接触了古风摄影。
精致的妆容，唯美的衣裳……
在镜头下，一切看起来都那么
美。2013 年她开始创业，成立
自己的古风摄影公司“盘古映
画摄影”。

那时，全国的古风摄影店
很少。“除了做摄影之外，公司
也研发服装、饰品、拍摄道具等
产品。”公司将自己原创的唯美
照片和摄影技术输送给全国其
他摄影公司。

在王敏看来，古风摄影如
果没有历史文化作为基础支
持，这份事业走不远。照片是
对时间的定格，在古风摄影中，
王敏希望镜头下的古代服饰是
正确的穿搭。“很多摄影店的穿
搭是不专业的。我发现这个问
题后，就特别想研究。”王敏说，
这让她接触到了汉服文化。

古风摄影为王敏赚得了人
生的“第一桶金”。

2018 年底，自信满满的王
敏进军汉服市场。从古风摄影
到古风服饰，看似有一定的相
关性，实际上完全跨了一个行
业。

“之前赚的钱，第一年就全
亏完了。”王敏坦言，就连合伙
人也理解不了，为什么会亏这
么多钱。无论是在厂家的选
择、工艺的要求，还是现货库存
的积压，作为一名初入汉服产
业的“小白”，她匆忙上路，走了
很多弯路。

经过一年的摸爬
滚打，2019 年，王敏终
于找到了稳定的合作
厂家。年初，她在成都
开了第一家实体店“素
梦云裳”，主要以成人
汉服为主，风格强调

“仙气”，希望通过实体
店让更多的人在线下
体验到汉服的美。

2020年，虽然疫情
凶猛，但国潮热度不
减。她只做了三个款
式，但依然能够支撑企
业的基本运行。有一
段时间，每天门店前经
过的人不超过5个，甚
至有时候连着好几天
不开张。“2020 年的五
一和十一，生意确实好
转，但相比 2019 年同
期下滑了2/3。”

熬过了2020年，她
于 2021 年初进驻荷花
池，有了第二家实体店

“素梦归云亲子国风
馆”。目前，销量比较稳
定，事业算是渐入正轨。

做汉服这 3 年，王
敏觉得汉服产业依然
停留在“春天做春款，
夏天做夏款”的阶段，
停留在一个小圈子中，
相比成熟的时装产业
节奏慢了一拍。汉服

要“出圈”，必须日常
化、常态化，让更多人
走近汉服。此次入驻
成都成熟的服装批发
市场——荷花池，她想
观察学习传统时装行
业，提升自己的品牌。

2021年，除了正常
汉服形制的开发，她还
会开发一系列更适合
日常出行的汉元素服
饰，用料和绣印花工艺
上除了“仙气”更要提
升面料和做工品质。
王敏计划聚焦8岁-16
岁“中大童”汉服和亲
子汉服。她觉得汉服
复兴和汉文化的推广
要从孩子抓起，同时，
她计划加大投入和研
发力度，每个季度至少
推出 12 个新款，满足
线上和线下店面运营
的需求。

在她看来，如果想
把品牌做好，除了实体
店，更重要的是组建产
品研发团队和电商运营
团队、直播团队等，因为
汉服的竞争核心还是在
于产品。2021 年的目
标是把现有的8家代理
加盟店扩到30家，并在
三年内，在全国拥有
100家实体店的加盟。

新手上路
遭遇合伙人撤资等诸多挫折

渐入正轨
熬过疫情开第二家门店

汉服市场
成都有“汉服第一城”的实力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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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汉服。

唯美汉服。

素梦归云亲子国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