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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汉服的共同热爱 他们成为了创业合伙人

汉服“同袍”的“掌柜梦”
　　他们是汉服的“同袍”，同时也是一家汉服制作工作室的合伙人。他叫梁育铭，一名00后，负责
汉服业务对接和版式设计、色彩搭配；她叫朱丽，一位80后单亲妈妈，负责选料裁剪、缝制绣花等，
相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创业合伙人，在合伙制作汉服的过程中，他们收获了不少汉服爱好者的友谊。
近两三年来，出自他们工作室的汉服成品有上百套，全部是个人定制。

  梁育铭自己
当模特展示汉服。

  朱丽在工作
室里缝制汉服。

相识于修改服装的地摊

　　“你看这块布适不适合做外披？”“我觉得布的颜
色比较明媚，做上衣会比较好……”3月29日上午，身
穿汉服的朱丽与梁育铭从兴业县城搭乘班车，来到
玉林汽车总站附近、龙须里一带的布行挑选布料。
　　由于汉服制作对于布料的质感、图案以及颜色
风格搭配等要求较高，以往一些难找的布料他们都
是从网上购买，但从网上买的布料难以辨别质感是
否适合，且价格较高，成本难以控制，所以趁着当天
休息，朱丽与合伙人梁育铭一起来到玉林城区的布
行挑选料子。从上午11时左右到下午2时多，两人依
次逛完了该布行的每一家店铺，才选中了3块布料。
　　今年39岁的朱丽，兴业人，目前是一家服装电
商店的仓管人员，有一个17岁在读高中的儿子。因
为母亲是一名干了几十年缝纫活的缝纫师，手巧勤
快的朱丽从小就跟缝纫机打交道，不仅能缝会补，
近一两年，她还通过观摩网上的手推绣教学视频自
学手推绣制作。
　　20岁的梁育铭身材高瘦，是一名具有艺术细胞
和追求个性穿搭的年轻人。他初中开始学画画，高
中学古典舞，母亲经营服装生意几十年，后来哥哥
也开起了服装店，高中毕业后他跟着哥哥一起在兴
业县合伙经营着一家男装服饰店。
　　“我们俩是在一次摆地摊的时候认识的。”朱
丽说。2019年底，她在兴业县东龙森林公园附近
经营一家奶茶店，旁边就是兴业二中，同时还利用
母亲留给她的一台老式脚踩缝纫机，接一些衣服修
改缝补的活儿。
　　“我当时跟朋友穿着汉服去公园拍照，回来的
时候恰好遇到朱丽在摆地摊，就随口问了一下能不
能帮我换一套汉服的贴领。她说可以试试，于是我
们就认识了。”梁育铭说，他最早开始接触汉服，
是在高中参加舞蹈演出时需要穿汉服。后来看到有
同学平时穿汉服来上课，相当“拉风”。他也渐渐
爱上了这一充满民族元素的服饰。遇到朱丽前，他
为改换一个贴领几乎跑遍了当地所有的裁缝铺，但
衣服不仅没改好，还差点把衣服改坏了。没想到摆
地摊的朱丽改得让他挺满意，于是这两位“同袍”
的往来也渐渐多了起来。

从改衣服到制汉服

　　“附近学校有一个老师是汉服爱好者，由于她
身材娇小，网购的汉服不是大了就是嫌哪里做得不
好看，经常几件几件地拿到我这里修改，前前后后
一共改了20多件，这让我慢慢积累了对汉服制作的
一些认识。”朱丽说，她也渐渐喜欢上了这种复古
的穿搭，并利用闲暇的时间学着制作一些简单的汉
服及配饰发饰等，偶尔还穿着汉服在学校附近摆地
摊卖自己做的汉服成衣以及汉服配饰发饰等。
　　经营奶茶店时，朱丽遇到了几位来自玉林的资
深汉服爱好者，交流之后，她了解到他们是“玉林地
区汉文化交流群”资深成员，于是她也积极地入了
群，在参加一些集体活动中结识了更多汉服爱好者。
　　后来，朱丽在兴业城区租了一个不到10平方米
的小单间作为缝制和修改衣服的工作室，巧的是，
这个工作室就在离梁育铭家不远的地方。梁育铭近
几年喜欢上汉服后，也网购了不少汉服，但由于资
金有限，买不起那些昂贵华丽的衣裳，在不断改良

已有的一些汉服的同时，他渐渐萌生出自己设计和
打造一个品牌的想法，于是找到朱丽谈了合作的想
法，两个同样热衷汉服的“同袍”一拍即合，成了
合作伙伴。
　　朱丽虽然能裁会缝，但对于汉服的各部分色彩
搭配并不敏感，也不擅长设计汉服的版式和开拓客
户渠道，梁育铭的到来恰好补齐了这一短板。由于
两人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创业，利用有限的朋友圈宣
传接单，起步资金也十分有限，因此他们的创业之
路十分艰难，但合作互助的力量也让两人看到汉服
经营的前景和希望。

希望能把汉服制作当主业

　　两人合作以后，梁育铭经常自己当模特，在朋
友圈里晒了不少工作室制作的汉服，并从朋友圈中
发展定制汉服的业务。同时，通过跟“同袍们”互
动交流，观摩学习汉服穿搭，设计了不少新款式。
而朱丽则根据梁育铭的设计思路，按照客户的尺寸
量身定做汉服。两人经常在工作室里讨论怎样制作
出更好看的汉服，他们的“作品”也慢慢在朋友圈
中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吸引了不少汉服爱好者一起
探讨交流、聊天聚会。
　　近两三年来，出自他们工作室的汉服成品有上
百套，全部是个人定制，这些宽袍秀裙风格各异：
或端庄华丽，或仙气飘飘，或纯色素雅，或艳丽夺
目，或轻薄透气，或质感厚实……但都做工精细、
搭配美观，就连配饰发饰也都尊重各朝代穿衣的制
作和搭配风格。
　　“我们在制作过程中严格遵循传统服饰的制作
理念，比如汉服都有一条中线，象征着做人要中
正、正直之意，古时讲究对称美，我们也是在极力
追求着整体的美感。”梁育铭说，他们从每一个小
细节着手，虽然采用不同纹路的不同布料进行搭配，
或调整一部分的细节制作，但汉服总的形制风格
不会变，“因为汉服上的许多汉元素形态是固定
的，只是有众多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尽管创业艰难，但这份融入了他们兴趣
爱好的创业梦想也带给他们很多收获。他
们不仅通过学习钻研掌握了更多关于汉
服的知识，对布料和布纹以及绣图等
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而他们那间小小
工作室，也经常聚集了五六个同样喜
欢汉服的“同袍”。“每当完成了一
件汉服的制作，我就很有成就感。”
朱丽笑着说，如今她儿子也成为了
“同袍”，母子沟通更顺畅了。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把这份副业
当成主业，将来把这个品牌打造成为让
更多人知晓、更多人喜欢的汉服品牌，
让汉服传播得更广泛。”梁育铭说，他
们目前赚到的一些钱都投进了接单囤料
再生产当中，但由于受到市场竞争较
大、制作个性汉服耗时较长等因素影
响，他们目前不得不靠自己的主业支撑
下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
希望今后能心无旁骛地设计和制作汉
服，让更多“同袍”穿上他们制作
的汉服。

　　　　据《玉林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