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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美不同的是，2007 年才入
行的丽丽只经历了大概 3 年的“黄
金时光”，到 2010 年，丽丽就明显
觉 得生意 大不如前了。丽 丽回忆，
之前她一个人一天便能拿下近千件
衣服的单，工资高的时候甚至能拿
到一万多元一个月。后来订单的数量
慢慢减少，到现在，她平均每天只
能拿到 100 多单生意了。

刚入行的丽丽学得很快，加上
嘴巴甜，说话很有亲和力，只要被
丽丽拉进店的顾客总能在她手上成
交。“看客人的穿着打扮，就能把对
方的性格猜准几分。”丽丽说，化了
妆、打扮精致的客人一般很讲究细
节，面对这样的客人需要多一分细心；
有的顾客喜欢短发，或是穿着牛仔
裤运动鞋，则做事比较利索，喜欢
快速成交，但是会不太好抬价……
丽丽靠自己的细心和钻研，工作起
来很快便如鱼得水了。

那几年，在丽丽的回忆里可说是

盛况空前，“差不多家家店铺都忙不
过来。”丽丽说，上午模特们几乎没
有任何的空闲，客人一波接一波地
进来，不停地要为客户试穿、打包，
甚至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午饭在
店里解决，几个人坐在地上，叫来
的外卖放在中间的凳子上，趁着客
人稍微少点，模特们都是紧赶慢赶
地往嘴里扒上几口饭，有时候刚端
起碗就有客人进来，只好又放下饭
菜招呼客人，“那节奏像打仗一样急”。

然而这样的好时光并没有持续
多长时间。

2010 年，已经自己开店的美美
突然发现，进店来的客人 还是多，
但是走一圈问一下价格就走的客人
也越来越多了，原来“只要进来就
能谈得下来”的客户，慢慢开始往
外流走。不止是美美的店，这种状
况开始每天都在芦淞市场上演。很
快，美美就找到了原因，自己店里
有的爆款衣服，在市场内很多店铺

都能看到，同样一件衣服，出现在
几十家店铺都可能，而且什么款在
淘宝上都有得卖，价格还比市场上
便宜，“到处都能买到的衣服，客户
自然会对比价格”。

这种情况下，和丽丽一样的众
多老板们对模特的要求更高一些了，
身材和长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能吃苦耐劳、有较强的销售能力则
是市场最为看重的。36 岁的英子觉
得，正因为这样，自己才能在 30 多
岁的时候还能找到一份模特的工作。

在入行前，英子已经当了好些
年的家庭主妇。她说虽然自己个子
高挑，但毕竟学历不高，年龄也偏大，
能找到一份月薪三四千的工作已经
很不容易了。英子的老板则不这么
认为，“现在市场竞争大，英子很有
销售技巧，她手上的回头客很多。现
在，模特不能只靠好看的衣服吸引
顾客进店，还要能留住进店的顾客，
守住回头客”。

株洲芦淞市场
3万“草根模特”的舞台何在

清晨，5 时 30 分，株洲芦淞服饰步行街。
这个时间点的芦淞市场，能看到最多的，就是穿着黑丝袜、短裙，化着精致妆容，脚

下踩着“恨天高”，头上盘着高高丸子头的模特们。数万名模特从各个方向如潮水般向芦
淞市场涌来，手上拎着早餐，迈着匆匆的步子，又迅速钻进路旁的各家市场。

模特们也许不明白，但她们每天都在诠释着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在芦淞服饰市场
群这块占地仅为 1.5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活跃着逾 10 万的从业者，其中模特数量超过 3 万人。
不管店铺多小，都会请上一两个模特，她们身穿店内爆款，看到每一个路过的顾客都会喊
上一句：“有新款，进来看看咯！”每人每天几十至数百甚至上千件的销售量，才造就了
芦淞市场超过 400 亿元的年成交量。

同时，模特们也是一个从未被精准描述和计算过的群体，没有谁能准确说出芦淞市场
的模特数量，似乎也没有人关心在市场这么多年的发展中，有多少模特来了，又有多少模
特离开了这个财富之地。只是市场在发展，老板们对模特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模特们的心
灵归宿感却渐渐势弱。 早上 6点多，在芦淞市场群工作的两位模特穿过芦淞步行街。

随着市场的天平渐渐朝电
商倾斜，芦淞服饰市场在 2010
年遭 遇了瓶颈 后，将发展电商
作为商圈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目前，芦淞服饰城已初步形成实
体城与虚拟城相辅相成的业态
格局，电商产业已成为芦淞服饰
城新的经济增长点。

据了解，芦淞服饰城交易中
心约有 5000 户商家实现了不同
类型的电子商务，占商户总数的
30%。服装加工基地约有 800 家
企业 ( 户 ) 开展电子商务，占加工
企业总数的 27%。阿里巴巴株洲
产业带也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正
式上线，目前与之合作的近 700
家商家中，有 30% 为服装行业商
家。然而，在如此大规模依赖芦
淞市场的电商平台中，芦淞的模
特们再次失去了展示的机会。

据阿里巴巴株洲产业带的运
营商经天纬地网络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的王璟介绍，目前与该公
司合作的 200 多家服装商家中，
几乎没有商家会采用芦淞市场的
营销模特为其网店拍摄图片，绝
大部分商家都会放弃自家原有
的模特，选择专业模特进行拍
摄。“有个别商家想要用自己的
模特来拍，我们考虑到后期的
效果也会劝说他们换人。”王璟
说，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市场里
的营销模特和专业的平面模特
差距还是比较大。

在营业员和模特身份合二为
一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株洲芦淞
市场的模特们在急速发展的市
场中“野蛮”生长，在已近而立
之年时遭遇转型升级的重要阶
段，她们能否从原有格局中裂变
和重生，这对目前还处于一盘“散
沙”的数万芦淞模特而言，都
是一个未知数。            

（据《株洲晚报》）

“试版”模特应运而生年代80
谁也不知道芦淞市场群里，谁

是第一个开始站柜台的模特。不过
熟悉市场的人都知道，第一个模特
肯定是从营业员发展而来的。“起初
为了展示衣服的效果，有条件的店
铺里，营业员会为顾客试穿，久而
久之就成为了营业员的另一大任务
了。”一位在芦淞服饰市场摸爬滚打
二十多年的批发商如是说。

上世 纪 80 年 代，当改革的春
风吹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株洲人开
始了背包提袋在火车站附近沿线叫
卖的服装贸易之旅，烈日下、风雨

里、铁路旁、公路侧，到处都是他
们辛劳的身影和卖力的叫卖声。这
是现在芦淞市场的雏形，这种雏形
中，也孕育了最初的模特。为了能吸
引住行色匆匆的路人，他们将要大力
推销的款式穿在身上，以期过往的
客人能一眼看中，一下拿走几十件。

1989 年，占地 7000 多平方米，
拥有摊位 700 多户的芦淞服装大市
场开始正式营业。这个从马路市场
发展而来的株洲市第一个服装市场，
从此开始了高歌猛进的发展时代。
马路市场转变成为正式的服装市场，

需要每天身穿主打款式衣服的模特
随之应运而生，其中以商铺的老板
娘为主，数量不到千人。

彼时，那些敢于烫着大波浪头发、
穿上超短裙、蹬着高跟鞋行走在芦淞
市场的模特们，给这个保守的内地市
场带来了一股美丽的旋风。人们看到
她们纷纷回头，她们开始影响芦淞市
场甚至整个株洲的时尚走向。喜欢赶
时髦的女郎们开始学习她们的穿着
打扮，前往芦淞这个时尚尖端的市场
选购衣裳，“试版”模特渐渐成为一
个时尚又光鲜的工作。

快速生长的模特队伍年代90、2000
1995 年以后，芦淞服饰的发展

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商家们开
始大量地聘请漂亮的女孩子做服装
展示员，同时负责销售。

大河涨水小河满，商家们赚个
盆满钵满的同时，随着芦淞市场一
路走来的模特们也开始收入大增。
这也吸引了更多年轻女孩子加入模
特行业，模特群体从最初的不足千
人开始发展到上万人。

1998 年被亲戚带入模特行业的
美美，当时只有 19 岁。每天早上开
市前，美美便穿上店里的热销款，
有时候根据自己的经验搭配一条项
链或者围巾，让衣服看上去更出彩。

手里举着新款衣服站在店门口，美
美恨不得把来来往往的顾客全都往
店里拖，“老板娘，进来看看，有最
新爆款”，这是她每天重复得最多的
一句话。不到半个月，从来没有干
过这一行的美美已经轻车熟路，一
眼就能瞧出对方是来进货的还是来
随便转转的。只要对方肯跟她进店
来，不消 10 分钟，美美便能拿下这
单生意。为了吸引进店的顾客，美美
会在 10 分钟之内为客人试穿五六套
衣服，每天几十次的换来换去，美
美说好像换衣服都能成为模特的绝
活了。

“那个时候生意好做。”已经身

为老板娘的美美说起那段打工的时
光还是眉飞色舞，成长为熟手后的
美美平均每天能拿下五六百件的生
意，收入自然也随着老板生意的扩
大在上涨，从最初的 700 元增加到
后来的 3000 多元。

芦淞服饰市场在接下来的十多
年时间内一直 走在发展的快车道，
到 2001 年底，芦淞市场已经拥有专
业服饰市场 30 余家，经营户超过 1
万户，年成交额近 60 亿元。如果按
照模特数量是店铺数量 1.5 倍的标
准来算，2001 年的芦淞，和美美一
样的模特就已经超过万人了。

竞争之下逼迫成长年代2010

与专业水平失之千里转型期

如今的芦淞市场，服饰经营
户已经达到 2.8 万，据芦淞区市
场管理局局长过德文的估计，市
场上的模特数量应该在 3-5 万
人左右。在市场快速发展和竞
争下，模特们似乎正在慢慢成长
为“全才”——不仅要好看，还
要会做生意，这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好模特。

但是专业人士们并不这么
认为。在熟悉市场的专业人士看
来，模特们的未来之路大多是
三条 ——攒钱开店当老板，结
婚 生子后 继 续 从事 模 特 行业，
更多的是嫁人生子后脱离这个圈
子。不管是哪一条路，都与专业
的模特之路相去甚远。

智超时尚广场总经理韩绍
辉曾表示，芦淞的模特是市场
群中一个最大的群体，她们中
很多人漂亮、时尚、勤奋，但是
却少有人走出去，成为一名职业
模特。

专业人士认为她们并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模特，模特们自
己也是这么觉得。“其实说白了，
我们就是销售员。”一个名叫静
静的 20 岁女孩告诉记者，她从
来不会在亲戚朋友面前说自己是
当模特的，而说自己是服装店的

售货员。静静的这句话说出了很
多模特的心声，尽管模特们的工
资比很多普通白领都要高，但是
她们对于自己的职业认同却不是
那么强烈。不少人表示，如果不
是冲着工资来的话，根本不想做
这一行，“很苦，很累，也没什么
社会地位。”静静说。

在韩绍辉看来，模特 们的
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没有人对其
进行专业指导，缺乏相关产业
刺激的模特们极少有人会主动
学习充电。这样的情况下，要走
专业模特的路线太难了。

正是因为缺乏专业性，在数
万模特的基数下，芦淞市场的模
特们到现在也未能发展出专业
化和产业化的模特行业。随着
株洲服饰产业的品牌升级，对专
业模特的需要会越来越大，但
是芦淞市场的模特们似乎难挑
重任。最让株洲模特界尴尬的
一个例子就是，2012 年，服装
大鳄百斯盾在株洲召开秋冬装
发布会，出场的 20 名模特全部
是外地模特。业内人士透露，此
次发布会总耗资 80 万元，气派
堪称株洲史上之最，株洲本土
模特却在家门口与专业舞台失
之交臂。

芦淞模特尚需进化电商期

文 / 周靖 图 / 张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