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数版面靠右单数版面靠右

新经济新经济 B11B11
2019年8月16日2019年8月16日

FORTUNE财富FORTUNE财富FORTUNE财富B10
2019年8月16日

市场

责任编辑 张波 美编 严勇杰 校对 诸晓红

规矩不少，圈地自萌

小众服饰圈有自己独特的称谓，穿Lolita装
的叫“Lo娘”，穿汉服的则互称“同袍”。而且，
圈内非常抵制山寨。之前曾有过店家因山寨而倒
闭。更有甚者，四川一女孩因穿了山寨的Lo裙遭
辱骂，引发路人对Lo圈的极大质疑。

“圈子里确实有被称为‘十级Lo警’的人，
这些人一旦看到别人穿山寨，或者没有穿全套
装，就会跳出来怼人。”小婷称，不过，圈子里大
多数人还是友好且包容的。小众服饰圈原创设计
本就少，市场也小，一旦被山寨就会关乎存亡。
所以，圈内保护原创的意识很强。

与之相似的是，汉服圈对形制的要求争论激
烈。有汉服爱好者认为，那些没有考古实物考证
的款式只能称为“仙服”，并不能算作汉服；还有
人认为，穿汉服必须严谨，否则就是对文化的不
尊重。但也有人认为，汉服终究是服饰的一种，
舒服好看就行。而且，带有汉元素的服饰也能起
到文化传播的效果，支持原创和考据应理性和包
容。

小众服饰圈的社群属性也非常明显，圈内人
以社交平台为主要聚居地。业内人士称，伴随着
互联网发展而成长起来的95后、00后，他们的情
感寄托、社交需求多在网上寻求满足。因此，他
们对网络的信任感更高。

即使是线下聚会或活动，小众服饰圈也带有
明显的“自萌”情结。如“二次元”的漫展、万
圣节“百鬼夜行”活动、Lo圈的茶会、JK制服圈
的班会……在乞巧节、元宵节等中国传统节日
里，汉服圈则会组织各类活动，穿上喜欢的衣
服，与“同袍”交流。

这类小众圈子里还有些“神奇”的现象。有
些店铺，只许直接购买，不能试穿；有些店甚至
要求客户必须穿着他们店的衣服去排队购买新款。

“如果你要‘海淘’，可供代购渠道也很少，
因为大多数境外店家限购，或者像奢饰品店一样

‘配货’——只有曾经在店里消费满一定量的才有
资格购买新品。也是因为供不应求，店家大多比
较‘高冷’。”小婷称，上个月买了一条Lo裙子，
付了一半的定金，但要等到2021年7月才能拿到
手。有些汉服店也只接待熟客，对于新入圈的萌
新，尤其是好奇入店的路人比较冷淡。

小众服
饰

“圈地自
萌”

还是“破圈
生长”？

记者 朱一诺

如今的宁波街头，身着繁复“蛋糕裙”的女孩、身着古装的男女、穿着

高中制服的年轻人随处可见。LO裙、JK制服、汉服……这些许多人难以理

解甚至叫不出名字的小众服饰，正伴随着95后、00后等年轻一代消费能力

的增长和亚文化的发展逐渐“出圈”。

小众服饰，爱得没商量

上周，90后的小婷去重庆旅游了一趟，只因重庆有好几家不
错的实体Lo（“洛丽塔”，甜美、古典、哥特等服装风格）店。

小婷告诉记者，关于“二次元”的消费，具体分很多种。看
似都是玩偶，手办（未涂装的模型套件）和BJD娃娃（球关节娃
娃）完全不同；看似都是奇装异服，Cosplay （角色扮演）和
Lolita装（以哥特、古装为基础的洛丽塔风格服饰）、JK制服
（日本女子高中生制服）也是不同的种类。

“我从2012年开始玩Cosplay，会参加一些比赛、漫展演
出，之后接触了Lo裙，一下被戳中少女心，一发不可收拾。JK
制服是去年刚开始接触的，目前还买得不多。”如今，Lo裙和JK
制服已成为小婷的日常服饰，融入了她的生活。而与小婷一样，
把这些独特、小众的服饰穿上街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2014
年，穿Lo裙上街的回头率非常高，现在大家看得多了，已经不
会再投以好奇的目光了。”小婷称。

这些年，小婷陆续买了20多条Lo裙和10多套JK制服，花
费超万元。小婷介绍道，JK制服分国牌和日牌，日牌中还分校
供和非校供，但价格都相对比较便宜。“国牌的JK百褶裙大多一
二百元，使用了日本布料的会贵一些，一条裙子300多元。日牌
的稍贵，其中校供的比较难买，只有日本女生二手转出并通过代
购才能买到，因此价格更贵，不过通常一整套日牌也不会超过
2000元。”

至于Lo裙，国牌和国外品牌的价格差距更大。“国内的裙子
大多在500元以内，但Lolita装的搭配比较多，除了裙子还有头
上的发箍、蝴蝶结，手上的手袖，脚下的袜子、小皮鞋等等，一
套下来价格就不好说了。”小婷细数道，国牌里价格上千元的品
牌大约就三四个。其中，比较知名的“古典玩偶”走华丽风，甚
至有上万元的裙子，可以当婚纱穿。“古典玩偶”淘宝店铺内销
量最好的一条裙子价格1800元左右，婚纱定制分店内价格最贵
的伊丽莎白钻石星花婚纱标价36688元。

“国外品牌的Lo裙价格基本都在千元以上，其中，比较知名
的日牌‘AP’价格2000元左右，‘baby’价格3000元左右。”
小婷补充道，Lo裙的价格贵在设计、制作。而且，圈内对色差
比较敏感，对布料的要求高。蕾丝等细节越多，制作越麻烦，价
格也越高。

与Lo裙、JK制服同属小众服饰的汉服，如今在街头巷尾已
不时可见。

“我在上大学时就开始买汉服，基本上各种形制的汉服都入手
过。”在汉服圈里徜徉了10年的小瑾回忆道，当年的汉服基本都是
定制款，一有新款上市就遭抢购。比较贵的汉服价格甚至高达三
四千元。如今，汉服款式越来越丰富，喜欢的人也越来越多。

汉服突围，期待“破圈”

Lo圈实在太小众了。目前，宁波Lo娘QQ群里大约有几百
人，市面上被圈内认可的线下Lo店不超过5家。但在小婷看来，
小众服饰圈里的汉服值得发扬光大，因为它是我们民族自己的服
饰和文化。

宁波的汉服圈，也确有一群人努力着。自2009年开始推广和
经营汉服的周琳，2013年成立了镇海区汉文化传播协会，并建立
了汉文化体验馆。她告诉记者，单纯做汉服，利润很低。相比于其
他女装，汉服的利润只有10%至20%，其制作工艺复杂，所用面料
多，时间成本高。

“一件T恤可能只需要0.5米到1.5米的布料，但制作汉服需要
花费5米乃至10多米的面料，即便工厂批量制作，其中的工费也很
难降下来。网上虽不乏几千元的汉服，但我们做的汉服价格都比较
低，希望能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喜欢汉服的市民买得起。开始线
下实体店的主要目的也不在于营业，而在于传播汉文化及带动周边
业态发展。”周琳说。

近年来，汉服迎来了高速发展。汉服圈内知名的老牌商家“重
回汉唐”原先对2018年至2019年的销量预估是翻番，但实际情况
却翻了五六倍。前不久，“重回汉唐”宁波店刚开业，就吸引了不
少汉服爱好者前去光顾。

“宁波一直以来属于国内汉服发展较为成熟和靠前的市场，
社会的包容度、政府的支持度都比较高。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
致力于汉文化推广。从免费到合理收费，从非专业到专业，我们
也在不断地适应市场，寻求发展。”周琳表示，虽然汉服品牌依
然很少，周边业态也刚刚起步，但汉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必

然会带动相关消费，如汉服租赁、摄影服务、茶文
化、民乐、器具等周边业态。不过，无论是汉服圈
还是其他小众服饰圈，目前业态环境都比较单纯和
原生态，主要靠圈内爱好者经营和推广。但市场的
发展仅凭满腔热血是不够的，需要专业的人来运
作，才能让市场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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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ita实体店。

Cosplay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