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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如实反映中国鞋履文化史面貌，并对中国鞋履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意义，作出应
有的评价；二、研究鞋履的功能及其生产技术和经验，以推动制鞋行业继承传统、锐意
创新，使其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三、总结前人成果，弘扬民族文化，为对外交
流，进行国际性鞋履文化研究，进一步积累科学资料。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革履文化的书籍。从中国革履的历史、革履与少数民族
文化、革履与民众等方面阐述了中国革履文化的博大精深。多百幅图片，其中不泛采首
次公开的，用图文并茂的版式与彩色印刷，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勤劳与制鞋艺术的精湛。
这也是一部值得收藏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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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足尖上的文化
当我手捧这本还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中国鞋履文化史》时，我的激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从2001年的《中国鞋履文化辞典》，到2011年的《中国历代鞋饰》，再到这本《中国
鞋履文化史》的出版，我们尝试着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来拉近鞋子与文化的距离。
透过字里行间细细品味，我们读出的不仅仅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鞋文化，更能
感受到多年来中国鞋企孜孜不倦追求“文化兴业”的点点滴滴。
如果说产品是企业的形象，那么文化就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品牌塑造的原动力。它通
过产品深深植入消费者的内心，从而凝聚了一批又一批忠实的顾客。我们身边常有这样
熟悉的例子：一双国产皮鞋和一双国际知名品牌的鞋子同时摆在消费者面前，有些消费
者宁愿选择价格贵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舶来品”，也不愿青睐价廉物美的国产品。同
样的材质、相似的做工，为何在消费者心中的价值却如此天壤之别呢？这就是文化的力
量。因此，当我怀揣着儿时的梦想在家乡永嘉创建“红蜻蜓”伊始，我就将“文化就是
生产力”作为不变的创业理念。在我看来，那时还在襁褓之中的“红蜻蜓”可以没有宽
敞的厂房、充足的资金、众多的员工，但是一定要有自己不可复制的文化特色,那才是我
们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历经大浪淘沙后，依旧焕发勃勃生机的关键所在。
足尖上的文化 当我手捧这本还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中国鞋履文化史》时，我的激动无法
用言语来形容。从2001年的《中国鞋履文化辞典》，到2011年的《中国历代鞋饰》，再
到这本《中国鞋履文化史》的出版，我们尝试着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来拉近鞋子与
文化的距离。透过字里行间细细品味，我们读出的不仅仅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
鞋文化，更能感受到多年来中国鞋企孜孜不倦追求“文化兴业”的点点滴滴。 如果说产
品是企业的形象，那么文化就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品牌塑造的原动力。它通过产品深
深植入消费者的内心，从而凝聚了一批又一批忠实的顾客。我们身边常有这样熟悉的例
子：一双国产皮鞋和一双国际知名品牌的鞋子同时摆在消费者面前，有些消费者宁愿选
择价格贵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舶来品”，也不愿青睐价廉物美的国产品。同样的材质
、相似的做工，为何在消费者心中的价值却如此天壤之别呢？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因此
，当我怀揣着儿时的梦想在家乡永嘉创建“红蜻蜓”伊始，我就将“文化就是生产力”
作为不变的创业理念。在我看来，那时还在襁褓之中的“红蜻蜓”可以没有宽敞的厂房
、充足的资金、众多的员工，但是一定要有自己不可复制的文化特色,那才是我们在越来
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历经大浪淘沙后，依旧焕发勃勃生机的关键所在。 用利润来办企业
，企业可以撑三年；用业绩来办企业，企业可以挺十年；用战略来办企业，企业可以过
二十年；用文化来办企业，企业至少可以活一百年。文化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和附加值
，是品牌得以延续的重要砝码，在中国鞋业走进文化时代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坚
持坚持再坚持！ 2005年，中国第一座鞋文化博物馆在“红蜻蜓”诞生，运用图片、实物
、文字，详细反映了我国几千年的鞋履历史和制鞋工艺的演变过程。博物馆的建立，不
但为素有“中国鞋都”之美誉的温州寻找到一个文化载体，更为继承和发扬中华鞋文化
创造了平台。也许有一天，企业将不复存在，但是烙上“红蜻蜓”印记的博物馆将犹如
磐石，永久地流传下去。在我们心中，这座“中国鞋文化博物馆”是属于国家、属于全
社会的，它讲述着中华鞋文化的故事,留下了中国鞋履美丽的身影，为全世界了解、认识
我们的鞋文化开启了一扇窗。 除了鞋文化博物馆，十几年来，我们通过邮票、丛书等等
形式告诉大众中国博大精深的鞋文化。这本《中国鞋履文化史》是我们向世人展现中华



鞋文化的另一扇重要之窗。本书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详细叙述了新石器时期、春
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时期和朝代的鞋文化故事
。这绝不是一本简单的历史书，更似一幅汇聚无数优雅鞋履的画，相信读者看后会对中
国鞋业有更深的感触。 身为本书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之一，我深感荣幸。十几年来，我带
领团队，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中国鞋文化，基本明晰了从中国最古老的鞋到现代鞋的嬗
变轨迹，并在鞋与文学、鞋与语言、鞋与民俗、鞋与戏曲等方面开辟了崭新的研究领域
，旨在还原中国鞋文化的历史。《中国鞋履文化史》只是我们漫漫征途中的某个驿站，
今后必定会有更多更精彩的作品问世。就像中国鞋业不断突破、走向世界，中国鞋文化
也将继续书写着新的历史，而我们会将足尖上的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钱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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