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晓波记忆中，新中式的逐渐盛
行经历了多次风口。北京奥运会的次

年，他发现上海街头雨后春笋般开
出了不少旗袍店，这势头以前从未

见过。彼时，尹晓波设计的旗袍
多出口海外，这一转变让他重
新将目光投回国内市场；近年
来，在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
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性赛
事里频繁亮相的中式服装、
中式元素，抓住了国内外观
众的眼球，也让中国设计、
中国品牌走入大众视野。

某种程度上，新中式
的“新”，是理念的新。“新
中式的流行，与我们的
文化认同感提升紧密

相连，对传统文化的
吸收和创新，是当代
年轻人文化自信的
表现。”曹咬强说，
曾经中国消费者多
以进口面料、进口
品牌为追求，随着
经济发展和国家
实力增强，更多
人开始重新审
视 传 统 文 化 。
生 活 方 式、审
美 视 角 和 消
费观念的转
变 ，让 国 潮
成 了 当 下
新的消费
突破口。

而
作 为 消
费 者 感
知最明
显 的 ，

是 设 计 、
创新的新。尹晓波

向记者展示一件新打版的旗袍样衣，白色雪
纺面料上，墨色花朵优雅绽放，两条纱质半

袖替代了原本的无袖形制，既能“遮肉”又显
得灵动飘逸。“还可以自己动手，把袖子绕成
丝巾或者披肩。”尹晓波说，从老中式到新中
式，最大的区别，就是把传统面料和元素，与
时装元素相结合。如今制作新中式的面料
越来越多样化，传统真丝、锦缎、棉类之外，
还加入了蕾丝、雪纺、羊绒、牛仔甚至皮草。
面料、做工、辅料的整合混搭，带来了不一样
的视觉体验。

施秀华更关注马面裙的日常化趋势——
将其从繁复厚重的正装，改良为衣橱里一件
不用太在意穿着场景、妆造搭配，就能轻松
穿出门的小裙子。近日，一场汉服新品面料
发布秀在中国轻纺城联合市场举行，施秀华
走在模特队前，向观众介绍每款花型的创意
与内涵：故事感的亭台楼阁花型替代了传统
龙凤图，低饱和度的镂空拼纱夏款降低了厚
重感⋯⋯20 余款热门款，都在努力降低消
费者的穿着门槛。

将视角拉大，你还会发现新中式将产业
链上的多个环节紧密串联，社交平台、电商
直播的数据高效反馈到生产端，小镇的纺
织、服装产业正经历着一场由传统批量生产
转向柔性制造的新变革。

汉服资深爱好者、00 后汉服设计师刘
雯悦的小红书粉丝数已经达到了 23.9 万。
她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的灵感来源、设计过程
等，水母、烟花，极光等看似与传统服饰格格
不入的花样，都被她融入了马面裙设计中。
去年7月，刘雯悦所在的裁月织雪服饰有限
公司搬到了海宁许村，得益于当地完善的家
纺产业链，曾经半个月才能完成一次的服装
打样修改，如今只要步行 10 分钟到工厂就
能搞定。一件新款从设计构思到打包出厂，
最快只要30天。

“什么时候送？”“等等马上送。”“来不及
了现在就送！”这一年，中国轻纺城利森纺织
负责人徐水霞不断与客户重复着上述话语。
徐水霞发现，目前公司的客户群体，近半是来
自杭州、广州等地的抖音直播公司。这些公
司大多先采购样布制成样品服饰，由主播通
过直播平台展示，再根据预售订单情况来柯
桥抢面料下单。争分夺秒的网络大单，让她
直观感受到了电商之都的流量效应。

“新”字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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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劲吹，眼下，仍有不少圈外人前
赴后继入局。一位到访过我国汉服主要生
产销售基地之一山东曹县的布商感慨：“街
上送快递、做外卖的人都赶着来做马面裙
了。”听起来夸张，但走访中记者发现，在浙
江相关产业重镇，从各行各业转型而来的人
也越来越多。

“一些想赚快钱的人想要加入面料采购大
军，他们对产品质量的关注甚少，更关心价格
能否一低再低。”不少商户坦言，如何把好新中
式服饰的品质关，延长爆火的风口期，使之成
为四季风向，是新中式服装产业的新课题。

摆在涌泉人面前的，改善“墙内开花墙外
香”的局面，打出新中式的“涌泉IP”。涌泉镇
镇域内登记在册的旗袍类企业约有60余家，
本地家庭作坊式制衣点约有800个，带动就
业人口8000余人。体量大的同时，当地也面
临产业质量参差不齐、高端旗袍品牌少、总体
产品知名度低等问题，“只知苏杭，不识涌泉”
的现状，限制了当地的盈利空间。

“年轻人来了，只见民房不见厂，就觉得
不靠谱。”尹晓波说，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
零散加工的状态、长期依赖人工作业等“小、
散、乱”的环境，为日后发展留下了隐患。

为了打破僵局，涌泉镇要谋划建设绣衣
旗袍产业专业市场。眼下，占地 28 亩的旗
袍产业园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8月开园
运营。建成后，这个集设计研发、体验定制、
线上线下销售到产业孵化一体化的聚集平
台，将推动家庭作坊生产向现代智慧化工厂
转型。依托产业园平台，周边章安街道的睡

衣产业、桃渚镇绣衣、妈妈衫产业等，也有机
会“化零为整”。

而在许村看来，马面裙的爆火，为当地产
业转型加了一把火。“中国国风高端时尚面料
的风口期到了。”曹咬强说，国内国外市场萎
缩，加上海宁本地产量的不断增长，传统装饰
布产业几乎触及天花板，许村的转型早已在
酝酿。“我们从原有的装饰布专业市场，增加
了国潮高端面料这个新赛道。”

3年前，海宁和浙江理工大学合作，在许
村成立了海宁家纺时尚面料创新中心，科研
人员、博硕士团队入驻许村，探索传统面料的
时尚化、生活化之路。如今，中心已联动中国
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等高校资源，打造许
村自有设计平台；此前在本地建立的时尚产
业学院，通过四方合作办学，专为人才“留许
村”服务，首批 280 多名学员即将在明年毕
业，成为许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复合型人才。

也有人质疑，新中式仍旧是小众品类，
许村的全力投入是否稳妥？对此，许村人的
答案是，眼光向外，盯准国内国际双循环，打
造小众行业的天花板。

眼下不少许村纺织企业，已经在研究符
合国外审美的色系和花样，以国际展会为契
机，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王超经营的海
宁天龙布业，已与快时尚跨境电商龙头企业
希音（SHEIN）达成合作意向，企业每月提供
20款新中式服饰，试水跨境电商。“这样的款
式更新速度，说实话对我们的设计团队还是
很有挑战性的。”王超说，但这也说明海外市
场有需求，未来，这或许是一片新蓝海。

让风口成为风向

锦缎背心叠穿帽衫，刺绣外套搭配牛仔裤，白色T恤下是
飒爽的马面裙⋯⋯这个春夏，无论是出游、逛街甚至上班，常
常可见穿着盘扣、斜襟、立领等中式元素服饰的年轻人。新中
式已成为新一代服饰穿搭的流行密码。

所谓新中式，目前并无明确定义，可以理解为“将中国传
统元素与当下审美潮流相结合的服装”，主打一个典雅而不厚
重，独特又不浮夸。

站在这波国潮风口，浙江一些传统服饰产业重镇频频出
圈：从窗帘布、墙布起家的海宁许村，生产的新中式面料占全
国比重约30%；全国三分之一的新中式面料，都在绍兴柯桥的
中国轻纺城集散交易；临海涌泉的旗袍，撑起了苏州旗袍城
60%以上的商铺⋯⋯

走进浙江小镇，我们看到了新中式的春天。

从设计、面料到成衣制作，传统服饰产区搭起新中式产业链

新中式的风，吹进了浙江小镇
本报记者 肖淙文 徐添城 金 晨 沈烨婷

从设计、面料到成衣制作，传统服饰产区搭起新中式产业链

新中式的风，吹进了浙江小镇
本报记者 肖淙文 徐添城 金 晨 沈烨婷

2013 年，大洋彼岸，23 岁的海宁留学生王超在美国迎来
了自己的毕业典礼。按学校传统，学生可以穿着自己国家的
特色服饰参加典礼，但翻遍了华人商铺和电商平台，王超最终
只找到了舞台上穿的古装戏服。“老外觉得很有意思，照片还
上了校刊。”但这番大海捞针让他发现，汉服爱好者这一小众
群体的需求远没有被满足。回国后，王超接班了父辈的家纺
企业，国风面料成了他研发的新方向。

2014 年，涌泉镇，继承了母亲的缝纫机，80 后旗袍设计
师尹晓波想做点不一样的。看完一场时装秀，他把自己关在
房间重新设计、打板。高领改低、裙长截短，小小的改动让传
统旗袍有了现代时装的灵动，“看着精神多了。”改良旗袍的
路，迈出了第一步。

2021年，嵊州，施秀华和亲戚合办的领带厂面临倒闭，传
统赛道在紧缩，这些年她总觉得自己没怎么赶上行业风口。
表弟建议：年轻人的想法变了，不如做做“有中国文化特色”的
马面裙面料。重启织机，施秀华带着妍锦纺织这个新品牌来
到柯桥，在中国轻纺城租下了铺面。

一点苗头，一步探索，在“新中式”的说法还未流行时，先
行的人内心都藏着一个问号：做改良版的中国传统服装生意，
有未来吗？

时间回到当下，在织机的“哒哒”声中，答案逐渐明晰。
和众多海宁许村镇的纺织企业主一样，每天清晨，王超几

乎都在催订单的微信和电话声中醒来，最忙时，手机通话的间
隔不超过两分钟。他所在的海宁天龙布业有限责任公司，60
台提花剑杆机 24 小时运转，每天能产 6000 米提花面料。从
最初转型时，国风面料生产占比只有 5%，到眼下升至 80%成
为主营业务，天龙的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

一年前，许村这个家纺小镇还是以生产窗帘布、沙发布和
墙布为主。如今，众多传统家纺企业随风而上，全镇100多家
纺织企业投身新中式服装面料生产，日产面料 20 万余米，可
制成近7000条马面裙。

50 多公里外，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这个被公认为全
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正为全国约
30%的新中式成衣制作提供面料。施秀华在这里见证了行业
风口，去年下半年开始，顾客下单的速度远高于生产速度，平
均每隔5分钟就有客商拿着巴掌大的布料进店询货。“每款都
是畅销款，只要是提花面料都抢着要。”她的店铺位于联合市
场 A 区，近两年这里自发聚集了上百家新中式面料商铺，市
场特意设置了“汉服面料、提花专区”标志牌，为上门的客商
指路。

复古倒大袖改良版旗袍、俏皮时装款少女风旗袍、蕾
丝薄纱的春夏新款旗袍⋯⋯如今，尹晓波的改良旗袍进化
出了多种样式。今年3月，涌泉镇旗袍美学文化市集热闹
开市，近百家旗袍商家赶回涌泉老家，带着新品、爆款“赶
集”。“以前我们工厂一出货，就往苏州、杭州的专业
市场跑。”临海市西姿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群
感叹，国风真的火了，没想到第一次在家门口推
新品，半天就卖出两万多元。

抓住风口，乘风而上，这些浙江小镇的出
圈并非偶然。从10年前的探路，到更早奠定
的产业基础，有资源、有想法、敢投入，成为
小镇快速抢抓机遇的关键。

“杭州临平、绍兴嵊州、海宁许村等是
服装制造的重要基地，一些纺织厂、领带
厂等相继向服装产业转型，再加上柯桥
这个服装贸易集散地，已初步串联起
了一条国潮产业链。”海宁家纺协会会
长曹咬强说，以许村为例，当地有着
40 余年的产业发展史，掌握了织造核
心技术和物流网络体系，马面裙正是
原有家纺产业的延伸。

新中式风刮过后，带火的不只
是服饰成衣，也让更多上下游产业
迎来春天。涌泉镇隔壁的沿江
镇是手工盘扣之乡，今年当地共
富工坊的盘扣订单量翻了 2
倍，琵琶扣、燕尾扣等供不应
求，工坊在固定的20位工人
基础上，还吸纳了附近村
庄近 300 名手工匠人；今
年 1 至 2 月，“中国纽扣
之都”永嘉县桥头镇
生产的盘珠扣订单
量接近 3 亿颗；每
天都有新型提花
机进场，浙江奇
汇电子提花机
公司是许村
的主要供应
商之一，近两月他们
共接到了400台订单，已
有 300 台陆续进场。“我们全
省的客户估计还有近 5000 台的需求
量，综合其他供应商这一数字会更
大。”企业销售经理来诚告诉记者。

一个跨越十年的答案一个跨越十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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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涌泉镇国潮旗袍美学文化市集现场，顾客正在挑选。 本报记者 朱梦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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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雯悦

这段时间，我们的汉服工作室里来了一
波又一波的新闻媒体，大家都很好奇地问
我：“你怎么会从学前教育专业，转行设计马
面裙呢？”

我的回答永远都是两个字——热爱。
上大学时我就很喜欢汉服，在网上看到别人
晒汉服设计图，我就试着绘画了第一件设计
作品。没想到的是，后来还有一位商家花
300元购买了这件作品，打那时起，我就有了
个念头，把这份热爱当做自己的事业。

2019年，我和同为汉服爱好者的合伙人开
设了汉服工作室，那时候汉服还是小众爱好。
我就常常想，怎么能让更多人喜欢传统服饰，愿
意穿传统服饰呢？我就在设计里融入现代人的
审美，同时又叠加了许多非遗、中草药、古画等

传统元素，让古老与现代产生“化学反应”。
这两年，国风这把热潮吹到了服饰上，

汉服发展成大众审美。我们工作室也有了
新的转变，把马面裙作为主推品，更方便日
常穿搭，也不受年龄的限制。如今，我的粉
丝群体上至 80 岁的老奶奶，下至 10 多岁的
小学生，还常常收到来自海外的订单。

我身边的同行中，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大家的设计风格和理念都各具特色，但是我
们都希望能把传统服饰文化接续传承下去，
传递出中国文化的审
美与自信。而在我设
计的马面裙上，每一条
都编织着“中国创造马
面裙”七个字。

（作者系 00 后汉
服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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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面裙成为年轻人新宠。 中国轻纺城建管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