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鞋



鞋子的别称

                              鞋子又称为

履

 靴

    屐



n 履：在3000多年前编写的《周易》出现了代表鞋的“履”
字。主要是棉布鞋

n 与履有关的成语“如履薄冰”



n 郑人买履



n 削足适履



n 靴



n 战国时的孙膑因为被庞涓敲碎了膝盖骨，不能行走就用
硬皮革裁成“底”和“帮”，发明了高皮绚，即后来的靴子，
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就珍藏着一双2000多年前的皮绚。



屐：
    永嘉太守谢灵运爬山游玩的时候，喜欢穿着自己发明的 木屐。他所穿的
这种木屐，鞋的前后脚掌上都有特别 制作的木齿，不仅可以防止山路打滑，
还有助于减轻 行走的负担。上山时把木屐前掌的木齿卸掉，下山时 则装上
前掌的木齿，把后掌的木齿卸掉，这样人行走 在陡峭的山路上就会轻松很多。

    谢灵运的友人和侍从们见了都争相效仿。后来一传 十、十传百，当地的
百姓们也都开始穿着谢灵运发明的 这种木屐上下山。因为这种木屐是谢灵运
发明创造出来 的，所以后来人们便把这种木屐称之为“谢公屐”。









n 大约在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



n 4000多年前新疆楼兰的羊毛女靴，有世界第一靴之称



n 3000多年前的高皮绚（xuan）即靴子



n 在甘肃玉门市火烧沟出土的四坝文化彩陶人形壶，为一
裸形女子，足着翘头靴，靴头深而锐，平底形制(公元
前2000年)(实物)称为屦（ju）



n 人们进化图



n 而历史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旧社
会、社会主义社会。



n 尧、舜、禹时期成为原始社会，当时的鞋主要以草鞋和
兽皮鞋为主。



n 从夏、商、周为奴隶社会，当时的鞋子主要是丝织鞋



n 秦朝到清朝为封建社会

n 战国时期的



n 秦汉时期

n 男鞋，方正            阳刚之气

n 女鞋，圆润            阴柔之美



n 汉代贵族死后鞋穿金缕玉履，配套金缕玉衣。



n 魏晋、南北朝
(公元280---公元585)

n 当时最盛行的是木履和丝履，木履即用木料制成的鞋，
亦称木屐，上至天子，下至文人、上庶都穿木屐，屐为
木底下装前后两个齿的鞋，便于在雨水泥地中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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