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意识到了
制约成都汉服发展
的瓶颈，兰秀团队在
经营执月汉服期间
也在努力地形成汉
服“一条龙”制作体
系。她介绍，现在执
月汉服已经拥有自己
的汉服工厂，从设计
开发，再到生产都拥
有完整成熟的产销体
系。“不仅如此，我们
还为其他汉服商家提
供汉服开发工作。”

对于一些有设
计稿但苦于没有开
发汉服经验的商家，
兰秀团队则会与商
家合伙敲定面料的
挑选，提供建议，帮
助 其 进 行 产 品 开
发。“有些设计图可
能很难实现，我们就
告诉他怎样把你画
的汉服给做出来。”
在兰秀看来，这也是
为重塑汉服复兴、为
中华汉服复兴梦做
出的一份努力。

2021 第 二 届 中
国成都国际汉服文
化活动自 8 月 26 日
启动以来，成都汉服
产学研创新发展联
盟（筹）、汉服创新创
意设计大赛、“演绎
成都汉服品牌故事”
网络传播活动等系
列活动引起汉服圈
广泛关注和积极参
与。兰秀团队也摩
拳擦掌、跃跃欲试，
为参与此次活动做
了充分的准备。

“汉服创新创意
设计大赛实际上是
在引导企业更加注
重原创，也就是强调
产 品 核 心 竞 争 力 。
我们希望通过参赛，
不断提升团队原创
力和品牌曝光率。”
作为一个平日里相
当“低调”的汉服品
牌，兰秀直言平常没
有花太多心思在宣
传营销上。她表示，
在过去的一些汉服
节和汉服活动中，他
们很少以品牌方的
身份去参加，所以这
次汉服活动是一次
挑战，也让他们“充
满了新鲜、期待与信
心”。“我们正在积极
地做准备，选择用来
参展的汉服自然是
工艺最高的，而且打
算让我们的最新款
也顺势亮相。”兰秀
笑着说。
封面新闻记者杨芮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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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0点，执月汉服工作室依然灯火通
明。“这次成都汉服文化活动是我们的首秀，
必须要拿出精品力作，争取在展览上大放异
彩。”说话的人叫兰秀，也是执月汉服的创始
人之一。她拿出卷尺，在做好的成衣上比划
着。她告诉封面新闻记者，执月汉服一直以
来在宣传上投入力度不大，在过去几场全国
大型汉服秀中，他们几乎都以评委的身份参
加，所以今年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
年。“我们打算以商家的身份参与此次汉服
节，给自己一个展示的机会。”

兰秀等人于2018年创立了执月传统服
饰，其汉服产品版型形制等主要以文物资料
为参考依据，坚持注重原创汉服开发。“别看
我们品牌成立不久，但是我们几乎都有超过
十年的汉服制作经验。”兰秀告诉记者，团队
创建初期就已在汉服行业深耕多年，现在在
郫都区拥有自己的汉服工作室，在贵州拥有
自己的汉服工厂。

通过兰秀和团队十余年来做汉服的经
验，她发现海外华侨客户通常更喜欢他们生
产的传统形制的汉服，“这让我看见了无论身
在何地、无论生长环境如何不同，全球华人对
汉服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保留住我们最传统
的东西，所以执月汉服一直以来的设计理念就
是坚持复原文物资料里的汉服。”兰秀说。

“我从小就热爱阅读。”说
起读书，兰秀的眼睛亮了起
来，她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对
各种古籍颇有研究，“小时候，
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把古代人
的衣服穿在身上会是什么感
觉呢？”

兰秀大学读的是美术专
业，毕业以后便开始经营自己
的服装厂。作为较早一批做
汉服的厂家，一开始便是为剧
组制作戏服。兰秀回忆，那时
汉服产业较为冷门，所以当时
她的工厂业务范围较广，不仅
做汉服道具服，也做其他服
饰。但是通过早期认识的一
群汉服圈的朋友，她的人生悄
悄发生了转折。“当时我们几
个人纯粹是因为兴趣，喜欢聚
在一起研究古籍里的服饰，讨
论如何复原它们，如何通过设
计使它们焕发生机。这原本
是我们几个人的爱好，后来看
见汉服慢慢流行，看见越来越
多同袍加入汉服圈子，于是我
们就开始讨论怎么做出正统
形制的汉服。”

许是因为心中多年的意
难平，许是已呈燎原之势的国
潮热点燃了隐匿在心中多年
的汉服梦，2018年，兰秀与合
伙人一拍即合，开始做起了自
己的汉服品牌。“我们这群人
中，有多年的汉服爱好者、有
在文物局工作的人，都是凭借
着对汉服的一腔热爱，让我们
成为了一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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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汉服研究、设计、制作经验超过
十年的团队，执月汉服的定位很明确。“我们汉
服产品版型形制主要以文物资料为参考依据，
相对结合现代审美及制衣工艺，坚持注重原创
汉服开发。”兰秀遥想未来汉服的发展，无论是
技术还是设计一定会出现一些调整改变，但汉
服最精华的地方，也就是汉服的形制，必须把这
种传统的风韵保留住，这才是核心竞争力。

尽管众人有着丰富的制衣经验与汉服研
究，但执月汉服开业初期仍然困难重重。“主
要是面料这一块。汉服的面料很注重工艺，
比时装更讲究。所以当时很多工厂嫌麻烦，
不愿意接单。”回忆开业初期，兰秀感慨万千，
那时她全国各地跑，只为寻找到一家理想的
汉服加工厂。因为汉服的制作流程非常复
杂，面料的选择、染色、裁剪等都需要层层把
关，甚至一些地方需要纯手工完成。“因为江
浙一带的制衣产业相对发达，所以我那会儿
不知道往江南跑过多少遍。”兰秀笑道。好在
汉服慢慢流行以后，越来越多工厂开始接受
汉服制作的订单。

谈及成都汉服产业的发展，兰秀丝毫不
掩盖期待。“我认为成都是全国汉服产业发展
最有潜力的城市。”同时，她也指出了短板
——“成都的汉服商家很难拧成一股绳”。她
解释，成都的汉服产业很难把大家集中在一
起，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很多汉服商家
很难实现从一张设计图到汉服成品制作的独
立完成过程。我发现一些小型汉服商家，其
实他们有很强的创造力，但是他们很难找到
合适的工厂，有的工厂只生产不做开发，有的
工厂开发到一半就做不下去了，因为不够专
业。成都汉服在这方面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
产业链，它不像曹县形成了一条很完整的架
构。”值得一提的是，成都汉服产学研创新发
展联盟（筹），让更多如执月汉服等创业团队
看到了“抱团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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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月汉服制作的传统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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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最精华是其形制。

执月汉服创始人兰秀：
坚持汉服形制 保留传统风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