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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每卖出两件汉服，就有一件来自这里。
这里有汉服企业 2473家，网店 14416个，从业者

近10万人。
去年，这里汉服销售额72.15亿元。
这里今年1~4月份汉服网销额24.7亿元，其中马

面裙占10.73亿元。
……
这里，就是曹县，坐落于山东省菏泽市的一座

“平平无奇”的县城。
如若空手走在曹县大集镇面料辅料一条街上，

不出5公里，一件汉服便能完整地做出来。这件汉服
10 分钟就能上高速，40 分钟可达机场。曹县汉服生
产成本低，产量大，款式多样，集群发展，所以有人说
曹县是年轻人第一件汉服的来源地，也有人说是曹
县让每个中国人都能穿得起、穿得上汉服。

几千年文明、中国崛起、传统文化热、文化自信、
年轻一代等原本宏大浩渺的词汇，从去年年底开始，
落在了这座县城的许多村里那一台台缝纫机实实在
在细密砸落的针脚上。一针一线，起起落落，一件件
马面裙上便有了飞龙舞凤，锦绣河山。据说今年过
年期间，全国每 10 件马面裙，就有 8 件来自这里，冒
烟的缝纫机让“宇宙中心”再次出圈。

《春秋左传正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汉服，亦称华服，经过几千年
的发展演变，既凝结染、织、绣之工，也承载礼仪之
邦、衣冠上国、锦绣中华之意。今年3月底到4月初，
曹县“乘胜追击”，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第二届曹县汉
服文化节暨2024春夏款新品发布会，展示既往成果，
发布更符合市场、季节的春夏新款。复兴，复制，再
创新，一件衣服，一段历史，一个传奇，几千年的汉服
演变如同马面裙上的褶裥一样在曹县浓缩折叠，曹
县又带着这段历史文化不断探索改良，书写着一个
县城里的汉服春秋。

人民想穿什么，曹县就产什么

去往大集镇路上的风景，和北方许许多多的村
镇没什么两样，普通，沉寂，甚至一些道路和房屋还
有点破败，只有偶尔刮起的风和呼啸而过的汽车惊
动着安静的路途，让它烟尘四起。然而一到镇上的
面料辅料一条街，电动车、三轮车、货车等鱼贯出入，
打版、印花、布料、纽扣等招牌让人应接不暇，橱窗的
玻璃上布满尘土，但店里的各种汉服却光鲜夺目。
看起来没什么特点的门店，比如一家布料店，一年的
流水竟达上亿元。

说起曹县汉服，得从演出服生产说起。可如若
说曹县的演出服，还得从更早的摄影服开始。

二十世纪 90 年代，很多县城里出现了比较豪华
的影楼，人们到里面服化道一体化地拍张照也成为
一种流行。曹县是书画之乡，于是便有曹县人将书
画挪到了影楼的背景布上。背景布画好了，又有人
想，站在它前面的人穿什么才能和这块布搭配起来
呢？都是手艺，于是便有智慧且手巧的农民缝制一
些拍照用的衣服，和背景布组合起来，肩挑人扛地
进城售卖。

历史的发展，往往会因抓住机遇的人而加快
脚步。

2009年，大集镇丁楼村发生了一件事，从此让曹
县和一根网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也让这座县城始
终在网络的浪潮中，汹涌前行。

那一年，丁楼村的任庆生误入一种实为传销的
按摩仪生意中，赔了几千块钱。同时，妻子周爱华在
棉纺厂下了岗。夫妻二人守着三个孩子，还有并不
能维持孩子上学和家庭开销的三亩半地。

转机发生在一台电脑上。
周爱华有个朋友在外探亲回来，告诉她在家上

网也能卖东西挣钱。周爱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丈
夫，任庆生听后一愣：“啥，网是个啥？”

当时，夫妻二人想要做些生意，但又必须小心翼
翼。周爱华要照顾孩子，想的是“在家里边弄点啥”，
任庆生则被传销搞怕了，“鼓捣电脑这个东西我坚决
不同意，我怕这又是一个骗人的手段。打电脑敲键
盘，那是文化高的或者城里人玩的，咱农民你说说还
能玩起电脑了？”

但生活实在困难，于是夫妻二人一咬牙一跺脚，
花了 1500 块钱在还未通宽带的村里拉了一根专线，
花1400块钱在二手市场组装了一台笨重的电脑。

“见都没见过，就让来组装的老师儿（方言，师
傅）给教了教咋开机。”从开机，注册，上图，夫妻二人
用“一指禅”将照相用的中山装放到了网上。

几个月后，一千多公里外的一声“叮咚”，顺着网
线在任庆生夫妇耳边炸裂。来自广东虎门的买家问
他们有没有演出服，夫妻二人激动万分。可他们要
将自己脑中的方言转化成普通话，再将普通话输入
电脑里，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不仅要借助女儿一年级
的语文课本，还要思考能不能产出买家需要的衣
服。电脑那头也着急了，直接问：“看你们店没开过
张，是不是不会打字？”然后又发来一张图片，“这个
能不能做？”

“能！”夫妻二人艰难却非常坚定地回复。
接着，二人便马不停蹄地对着图片找布料、裁

剪、缝纫。那几天，他们家的缝纫机真的被周爱华蹬
冒了烟。

36 件演出服被驮到县城邮走后，二人又开始了
极其焦灼地等待。“货到了没？买家要是想退货怎
么办？钱打哪里去了？网银是什么？”带着一堆问
号，任庆生天天跑银行里查，一个多星期以后，

“1000 多块钱‘腾’一下进我卡里边了，我就知道，这
事儿成了。”

“腾”一下来的这些钱，等于这家人种一年地的
收入。

于是，“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回家淘宝”的经验，
从丁楼村传遍了曹县。很快，在熟人社会里，村民们
相互效仿、带动，从制版、印花，到裁剪、缝制，再到销
售、物流，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镇上形成了。

有了产业链做基础，瞄着市场这个风向标，可以

说，人民想穿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曹县就可以生产
什么。

在名为穿越大唐的汉服云仓基地，各个民族、各
种制式、各个时代的华服流光溢彩。展厅里前来观
赏、购买和商谈的人络绎不绝，迎来送往中，负责人
刘申峰讲述了他做服装生意的历史。以他的经验
来看，曹县汉服出圈并不是因为曹县人恰好碰到了
商机，而是有市场敏锐度的曹县人顺应时代发展的
产物。2300 平方米左右的展厅里主要展出的是汉
服，“如果市场需要，有可能接下来模特身上穿的，就
都变成了唐装。”

又见“宇宙中心”

“到了晚上，可能别的地方的人会喝个小酒，打
打麻将，我们一般都是在电脑旁装修网店，要不就是
设计产品。哪怕看电视剧，我们不光看情节，还看演
员穿的衣服，我们就仿照着看怎么用到我们的衣服
上。”任庆生说。

在演出服的生产上，曹县农民展现出超强的市
场敏锐度和敢想敢干的创业精神。除此之外，也离
不开电商的发展和政府的支持。北大社会学系邱泽
奇教授曾以丁楼村为例，对菏泽市农村电商的发展
做过专门调研和分析。他认为，社会、市场、政府是
影响乡村秩序的重要力量，围绕“发展”目标，三者的
认知不同、行为不同，就会塑造不同的乡村秩序。在
曹县，“乡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都围绕
乡村发展这一目标共同努力、相互支持和协作，形成
了经济繁荣、社会有序、政治有为的‘三秩归一’的乡
村秩序。”

在曹县打造的数字经济产业园“e裳小镇”中，记
者见到了曹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霞。她说
曹县的发展是“一核两翼”的模式，就是围绕农民创
业的核心，让电商平台和政府服务做它的两个翅膀。

不论是“三秩归一”还是“一核两翼”，一户带动
一村，一村带动一镇，到 2017 年，大集镇成了全国最
大的儿童表演服加工销售基地。

在 2019 年之前，汉服还只是曹县生产的五花八
门的演出服中的一个品类。由于疫情，线下演出急

剧减少，同时国潮兴起，一些商家便尝试大量生产汉
服。2020年初，为抗疫复工，全国很多县长为当地特
产直播带货。时任曹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的梁惠民
在直播间中穿上了汉服，向大家讲述不同时期汉服
的样式，也介绍曹县汉服的特色及制作工艺：“曹县
汉服，承汉之古朴、唐之飘逸、宋之淡雅、明之端庄，
是您最佳的选择！”

在网络大潮中，流量更像是不可估量的海浪，其
体量和威力有时超出想象。

县长带货后没多久，曹县一名网红在短视频中
喊麦“山东菏泽曹县 666我滴宝贝”，洗脑效果强烈，
引发效仿和讨论，与曹县有关的话题开始爆火。曹
县因网红“土嗨”带来网络狂欢，更因汉服、出口日
本的棺木等构成的雄厚家底让大家刮目相看。“宁
睡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套房”“北上广曹”，曹县
不仅在热梗中“重新定义了中国超一线城市的排
序”，其“重新定义”的范围越来越大，甚至被戏称为

“宇宙中心”。
从被大家认识到真正穿到身上，是从去年开始

的。去年文旅市场快速升温，加上传统文化复兴，也
是年轻人发起的“汉服运动”二十年，穿着汉服簪着
花的游客在著名景点随处可见，这使曹县汉服产业
井喷式发展。尤其今年春节期间，马面裙成为无数
小姐姐们的“龙年战袍”。

马面裙爆火，订单就像鞭子一样催着洛如嫣汉
服品牌的工厂加紧生产，总经理姚驰行回忆：“一百
多个工人远远不够，年前最多的时候，线上一天有十
几万元的营业额。计划春节前备点货，结果没到腊
月二十九，布料就已经做完了。”

如果说三年前是“宇宙中心”的热梗让大家认识
了曹县汉服，那么这次，是汉服的出圈让大家再次看
到“宇宙中心”。

“复兴，复制，然后呢？”

历史缓慢前行时，在不经意间会经历蒙太奇一样
的手法，被剪辑、拼接和压缩，跨越千年，与当下某个时
刻相遇。当历史的脚步再走过足够长的时间，回首看
时，这段经历也成为它踩下的脚印。长长短短中，快快

慢慢间，历史便有了它可以诉说的新内容。
汉服的历史很漫长，狭义上指的是汉民族从“黄

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到明末清初所形成的服
饰体系。曹县生产的汉服早已超越了民族服饰的界
限，并带着几千年的汉服史与时间进行着赛跑。

与记者聊天时，周爱华和厂里的工人在仓库里
忙忙碌碌，一会儿一大包衣服被发走，一会儿又有一
大包衣服被抬到货架上。

然而，巨大的市场需求量也暴露出曹县汉服
生产过程中布料不能自产自足、生产能力跟不上
等问题。

在大集镇农村电商党群服务大楼的二楼，经理
杨巍正在和工人们一起裁剪。看到我们到来，他才
停下手里的活。“火也有火的烦恼。浙江那边的布料
也供不应求，都要排队。我们只能直接到厂里说我
不排你的布，我直接包下你多少台机器。”除了抢布
料，杨巍还要在各个环节上减少时间，缩短工期。“远
程和设计师反复改稿子很麻烦，改好的设计稿到我
手里变成成衣也需要时间。我们当地的产业链比较
全，但不是说到一个地方就都能解决。而且在那么
大的市场需求下，各个环节都要排队。所以，今年我
就想做成全产业链条，不出厂，就能完整生产出一件
成衣。”

洛如嫣汉服品牌工厂是曹县汉服生产的头部企
业，目前工厂已经用上卡奥斯柔性智造生产线。这
是全国第一条专业化生产汉服的数字化生产线，使
汉服产量几乎可以翻倍。

然而，在这场时间的追逐中，姚驰行虽然也重产
量，但她更看重品质。“泼天的富贵来的时候，拿着盆
随便接也能接点东西，但我想做个标杆。”

在曹县生产的汉服还未大量进入市场之前，汉
服的价格非常高，曾和 Lolita 洋装、JK 制服一起被大
众戏称为“破产三姐妹”。曹县汉服生产最初是从表
演服生产转过来的，而表演服往往因为使用次数少，
因而品质比较差，也因此价格低、产量大。曹县汉服
起初就是利用这个优势，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让
人们一两百块钱甚至几十块钱就能穿上汉服，迅速
占据中低端市场。坐落于曹县最大的汉服生产直播
基地的“有爱云仓”的展厅上，写着“每个人的衣柜里

都应该有一件马面裙”的标语。
然而，以生产演出服的速度、工艺和成本去生产

越来越日常、人们越来越在意的汉服，品质低、相互
复制、缺乏原创等问题，就成为摆在曹县汉服生产眼
前的难题。

2021 年之前，姚驰行还不生产汉服，她只做直
播。她爱人是曹县电商直播协会会长，他们共同帮
助和带动很多人参与直播。采访时，基地里的主播
们正在一间间直播间里风情摇曳地将各式各样的马
面裙展示在无数人的手机屏幕上。当时姚驰行做直
播时，感到了必须投身生产的责任感，“一些衣服怎
么做得这么糟糕，给厂家提意见也不听，他们觉着有
货给我就不错了。”彼时姚驰行也听到了种种议论曹
县汉服品质低、抄袭的声音，这让她和爱人决定做出
曹县汉服的品质和品牌。

熟悉服装史的设计师陈龙根据很多服装的发展
历程，分析此时曹县汉服所处的发展阶段，“它现在
就是一个文化的复兴时期，在复兴中，大家会不断复
制。复兴，复制，然后呢？等复兴高潮过去之后，就
该创新了。”在他看来，马面裙的火从服装本身来说，
就是因为马面裙符合传统服饰现代化的规律，遵循
这个规律，就能做出很多创新。陈龙是山东泰安人，
他目前正和家乡文旅局和高校合作，将五岳独尊的
泰山做到马面裙上，“锦绣为带，山川为衣，有‘岱岫’
的马面裙，是爬泰山的人可以带走的泰山名片。以
后大家的接受度高了，马面裙上绣上大熊猫也不是
不可以。”

杨巍目前正在张罗全产业链的事，但脑子里也一
直想着马面裙的改良和发展。“不是加盘扣、搭马夹那
么简单，我想的要复杂一些，比如襦裙，以前是拿系带
系的，能不能把它做成一个带松紧带的？夏天了，做短
款、做纱质的。上衣也得更合体一些，现在多是裹胸式
的，可以做成衬衣一样的，直接就能穿上。”

在穿越大唐的展厅里，刘申峰介绍，只马面裙这
一个品类，就有500多种不同的花样款式。目前穿越
大唐已经实现全链条生产，刘申峰显得气定神闲，他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不断进行改良和研发。

“五千年文化，够吃好几辈子了”

“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麟腰带红。”交领右
衽，褒衣广袖，系带隐扣，不论是深衣、上衣下裳还是
襦裙等制式，在历史演变中，汉服在传承，也在发展。

“卷边要离金线 4公分，现在不够！”在缝纫机和
压褶机等机器的轰鸣声中，杨巍的工厂里的设计师
李玲正拿着皮尺跟裁剪工人一遍遍测量和沟通，她
担心按照以往的制作方式，会破坏整体设计中金线
和海浪等图案搭配起来的纹样。李玲来自湖南，嫁
到离曹县不远的巨野县。她之前一直在杭州做服装
设计，如今孩子要上初中了，她就到了曹县，也算实
现家门口就业。“缘分吧。我能继续做服装设计，我
孩子不用再当留守儿童了。”

比较大的工厂会有专门的设计师，但多数家庭
作坊式的工厂要么在网上买设计，或者直接就拿来
用，要么到店里去做版。非常专业且注重原创的设
计工作室在曹县还比较少，这也是曹县汉服被诟病
抄袭的原因之一。和李玲这种工厂聘请的设计师不
同，陈龙在大集镇专门开了一间大型的设计工作室。

向我们展示了手头已经生产出来的亭台楼阁和
梅兰竹菊的布样以后，陈龙还带我们看了设计师们
正在画的图。锦鲤、凤凰等瑞兽在海水江崖纹、铜钱
纹等传统纹样中相互结合，然后和现代色彩相碰撞，
寓意丰富，各有讲究。不只在具体设计上提取传统
文化元素，在中国古代服装史的研究推广上，陈龙也
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其实来自他的担忧：“现在
很多学校教的服装史都是西方的服装史，中国服装
史尤其是汉服史很少有老师能教得了。这是文化断
层问题，也是服装史这个学科的发展问题。”陈龙目
前要做的不仅是为曹县提供更多原创的汉服设计，
还要做研学、考研培训、校企合作等，从教育层面上
宣扬汉服文化。

一条马面裙，在一些人眼里可能就是一条时兴
的裙子而已，可是在很多参与马面裙设计和推广的
人眼中，它是文化的一个了不起的载体。

“我想赋予它文化，不是品牌的文化，更多的是
品牌文化承载着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在姚驰
行看来，衣服可以做得有文化，而传统文化也可以活
起来。当下马面裙这么火爆，是一个非常好的宣扬
传统文化的媒介。

“我们家的主打是凤凰那一款，我用了很多种工
艺。比如有点翠，但我不能用翠鸟毛粘上去，我可以
用针织的方法织出点翠的效果，通过裙子让大家知
道这个工艺是什么，我们老祖宗有这么多好东西。”
不仅是点翠，她还在一点点挖掘从曹县到全国、从当
下到古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这些东西用到汉服
的制作中。

“艺术品束之高阁，人们就无法感受它。我们把
五千年文化挖掘到衣服上，节假日穿，在景点穿，日
常也能穿。可以说，是曹县让老百姓都穿得起汉服
了。我要做的，产量搞上去是最基本的，还要把品质
提上去，让大家不用花很多钱就能穿上精美的汉
服。那么多人穿着它，这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推广。”

就因为有漫长的历史文化，让姚驰行在说起创
新时，从未觉着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会有瓶颈，“那
么多的遗产，五千年文化，够吃好几辈子了！”

姚驰行的家族就是做曹县的另一特产即木制品
出口生意的，“我知道国外看重我们的工匠精神，而
且出国我也会穿着中式服装。因为文化自信，所以
我也特别自信，我就觉得老娘最美。”最近，姚驰行想
以马面裙为名片，让鲜活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

“有些外国人身材比较高大，我们就做 5褶起步的马
面裙，还会用苏绣、缂丝等工艺，让他们知道什么是
中国服装的艺术。”

“云想衣裳花想容”，一件件文化底蕴丰厚且凝
聚各种工艺的汉服在展厅中诉说着历史。姚驰行
说：“再下去个 50年或者更久，汉服史上是会有曹县
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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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赋予它文化，不是品牌的文化，更多的是品牌

文化承载着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

“有爱云仓”汉服生产直播基地内的部分汉服展出（展厅内洛如嫣品牌正在直播）。 曹县融媒体中心 周致啸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曹
县
的
汉
服
春
秋

①①““有爱云仓有爱云仓””汉服生产直播基地的直播间汉服生产直播基地的直播间。。
②设计师李玲正在和工人沟通布料裁剪方式②设计师李玲正在和工人沟通布料裁剪方式。。
③任庆生③任庆生、、周爱华夫妇在工厂内忙碌周爱华夫妇在工厂内忙碌。。

农民日报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中国农网记者 巩淑云巩淑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