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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毛流浪记》是我国漫画大师张乐平的惊世之作，这部不朽的连环漫画曾在我国产生过巨大的
影响，作品的主角三毛是我国几代读者所熟悉所喜爱的漫画人物。
　　三毛始创于1935年，最初只是一个插科打诨的谐趣漫画人物。
抗战爆发后，张乐平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斗争行列。
抗战胜利后，他以三毛为主角创作出揭露国民党军队腐朽的连环漫画《三毛从军记》，此后三毛形象
产生了质的变化。
　　1947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张乐平顶着刺骨的寒风从报馆回家，走到弄堂口
，看到雪光映照的昏暗墙角里有三个骨瘦如柴的流浪儿，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上身披着破麻袋片
，下身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裤，围着一个小铁罐点火取暖，为了不使这几块拣来的煤渣熄灭，三个孩子
轮流向罐头盒里吹气。
第二天清晨当张乐平外出时，发现昨晚的那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冻死了。
远处积雪的马路上，一辆收尸车在缓缓地行进着，一只只僵硬的小手小脚伸出车外，随着车的颠簸凄
凉地颤动着&hellip;&hellip;　　&ldquo;这是什么世道！
&rdquo;张乐平的心在悲泣呼号。
经过痛苦的思索后，张乐平开始创作《三毛流浪记》，不朽的流浪儿形象三毛终于向人们走来
了&hellip;&hellip;　　张乐平每天都能见到许多流浪儿，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游走于上海的街头
巷尾，用洋铁罐向路人讨钱，追赶着为老爷太太们打扇，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擦皮鞋，推车子，还
时常遭警察毒打。
在城市，每年的&ldquo;四&middot;四&rdquo;儿童节都是市民的兴奋点，人们总是拥上街头观看盛大
的童子军游行。
当童子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无线电广播中呼吁&ldquo;我们要爱护儿童&hellip;&hellip;&rdquo;时，张乐平
却从围观的人群后面看到了一个被遗弃、被残害、被驱逐的儿童世界。
　　为了画好《三毛流浪记》，张乐平主动去和流浪儿交朋友。
当时上海的陈家木桥是流浪儿的集中地，张乐平便去那儿，坐到他们中间，试着与他们搭话，谁知他
们不但不理他，甚至还向他翻白眼，最后他只得扫兴而归。
原来，流浪儿看张乐平穿着一身西装，虽然是旧的，却认为他是有钱人，他们受尽了有钱人的欺负，
当然不会去理张乐平。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第二天张乐平穿了一身旧衣服，买了几付大饼油条，又来到那个地方坐在地上吃
起来。
这回几个流浪儿终于围了过来，眼睛直直地盯着他手中的大饼，张乐平很自然地将大饼分给他们，于
是大家坐到了一起，逐渐地熟悉起来并成了朋友。
这样，张乐平了解了许多流浪儿的悲惨经历。
这些流浪儿的经历许多都被张乐平画入了《三毛流浪记》。
　　张乐平是以眼泪和着笔墨来画《三毛流浪记》的，他表达了对受苦孩子的深切同情，也融入了自
己的身世和遭遇。
他曾经说过：&ldquo;画三毛就是画我自己。
&rdquo;　　1947年6月15日，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开始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苦儿流浪记》，是对不平等社会的血泪控诉。
作品对被剥削与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在广大人民
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舆论界的高度重视。
　　三毛迅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孩子们为三毛的经历时而忧愁，时而伤心，三毛的命运竟成了当时上海儿童生活中的大事，许多人
给&ldquo;三毛&rdquo;寄来了绒衣，鞋袜等生活用品。
张乐平常常回忆这件事：一户人家有七个孩子，他们叫大毛、二毛、三毛&hellip;&hellip;小弟弟叫做七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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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活比《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要好一点，因为他们的爸爸总算还有个工作，但也苦得很。
他们看了《人非草木》、《还有好人》那几段后，非常难过，大毛、二毛呆了半天不肯去吃稀饭，三
毛、四毛把自己身上的毛背心脱下来，要送给画里的三毛，五毛看见画里的三毛因为打碎了瓶子而挨
打，马上去找了一个瓶子来，要代他赔给店里的老板&hellip;&hellip;　　《三毛流浪记》受到了人民大
众的喜爱，但国民党反动派却十分害怕。
1947年12月30日国民党当局的喉舌《中央日报》发表了攻击《三毛流浪记》的文章，指责张乐
平&ldquo;这表现太残酷了，太冷落了&rdquo;，并列举了劝募寒衣，提倡社会教育等&ldquo;德
政&rdquo;来掩饰《三毛流浪记》所揭露的社会的丑恶面目。
这时张乐平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ldquo;你拿了共产党多少津贴？
&rdquo;&ldquo;当心点！
&rdquo;并扬言张乐平如果不停止《三毛流浪记》，则&ldquo;将予以不利&rdquo;。
张乐平毫不畏俱，他认识到，三毛挨饿受冻，饥寒交迫的根源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打倒反动
派，千千万万个流浪儿三毛是不可能解放的。
于是他把家搬到嘉兴，每天作画不止。
由于当时生活的艰难，他患上了肺病。
他一面咯血一面挣扎着画三毛，每天叫家人轮流到火车站秘密投寄画稿。
　　1948年，以阳翰笙为首的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仑电影公司将《三毛流浪记》改编成电影。
这部电影调动了赵丹、孙道临、黄宗英、上官云珠、吴茵、林默予、刁光覃、朱琳、关宏达、中叔皇
、沙莉、奇梦石、蒋天流、林榛、黄晨、石炎、汪漪、王蓓、丁然、王公序、张庆芬等上海大部分的
著名影星，他们都甘心为一个无名的小演员当配角，这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部电影还是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部国产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9年春，因战争和天灾无家可归的难童大批地涌进了不夜的上海，当时报载：&ldquo;现实中的
三毛散布在上海各个角落，多不胜数，他们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在死亡边缘上挣
扎&hellip;&hellip;&rdquo;宋庆龄先生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她向难童们伸出了慈爱之手，策划举
办&ldquo;三毛原作展览会&rdquo;，创设&ldquo;三毛生活乐园&rdquo;，以动员全社会救护&ldquo;三
毛&rdquo;。
中国福利基金会遵照宋庆龄的嘱托与张乐平联系，张乐平欣然应命，夜以继日地挥动画笔，一个月内
赶出了三十余幅三毛水彩画。
此后，宋庆龄通过报刊公布了创设&ldquo;三毛乐园会&rdquo;的宗旨及章程。
为使各界人士了解三毛的苦难，伸出援助之手，当年3月宋庆龄借汇丰银行大楼，举办了三毛原作预
展，邀请各界名流参观，她还亲临现场，并会见了张乐平，以地道的上海话与之交谈，并赞许道
：&ldquo;张先生为流浪儿童做了一件大好事，真该谢谢您，全国的三毛不会忘记您！
&rdquo;　　同年4月4日儿童节，&ldquo;三毛生活展览会&rdquo;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隆重开幕，展出
了张乐平的三毛原作及水彩画新作330余幅，平均每日观众多达2万余人，大厅里回响着著名话剧演员
尹青极富感染力的声音：&ldquo;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救三毛！
&rdquo;许多女士看了画上三毛的凄苦遭遇后落下了同情的眼泪。
当日下午举行三毛画义卖，主持者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顷刻之间，30余幅水彩画被抢购一空
，最高有出至800美元的，三毛乐园会的会徽及张乐平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也都成了供不应求的
抢手货。
在宋庆龄的号召下，许多人以当三毛乐园会会员为荣，纷纷捐钱捐物。
当时一个中年男子一下认捐了四个三毛，他自豪地对记者说：&ldquo;我有四个孩子，一个孩子帮助一
个三毛&hellip;&hellip;我宁可吃穿得艰苦也要这样做。
&rdquo;还有许多孩子伸出他们的小手，送上了一把把父母给的零用钱及许多学习用品&hellip;&hellip;
　　4月9日&ldquo;三毛生活展览会&rdquo;结束，所得款救助了数以千计的苦难儿童。
这次画展给中国漫画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当时上海民众对此义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三毛乐园运动使无数穷苦孩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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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三毛流浪记》电影还跟随宋庆龄参加庆祝解放的义影义演、募捐慈善活动。
这部影片在上海和南京等地上演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与电影一起推出的还有张乐平的三毛漫画册与
漫画卡。
当时宋庆龄主持的义演与募捐场面十分热烈，影片与漫画的收入后来全部捐献给了上海与南京的孤儿
院。
　　三毛漫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据不完全统计，自三毛形象问世60多年以来各种连环漫画单行本近50种，累计印数达１千万册以上
，1996年《三毛流浪记》全集在香港发行，销售量每月占三联书店十大畅销书之首，1997年沪版图书
订货会上该书又以10万订数名列第一，同年全国图书销售排行榜再次雄踞榜首。
而《三毛流浪记》多媒体光盘问世后，首批6000张，一上市即争购一空&hellip;&hellip;　　1995年江泽
民同志在听取广电部工作汇报时，点名提到《三毛流浪记》等作品，指出：&ldquo;这些优秀的作品为
什么经久不衰？
是因为它有益于人们的心灵。
&rdquo;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也曾指出：&ldquo;我们小时候受三毛这个形象的影响很大，《三毛流浪
记》、《三毛从军记》教育了一代人，现在就缺少这样的形象。
&rdquo;　　《三毛流浪记》曾五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舆论界认为此片堪与卓别林的《寻子遇仙记》
媲美，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81年该片在巴黎上映时引起轰动，后被评为葡萄牙国际电影节特别奖。
《三毛流浪记》的动画片、故事片、木偶剧、电视连续剧等相继完成，其中木偶剧在海外演出反响强
烈。
《三毛流浪记》还被改编成大型舞剧、长篇系列故事广播等其它艺术形式&hellip;&hellip;　　张乐平是
浙江海盐人，1910年11月出身于一个贫穷的教师家庭，小学毕业后便离家当学徒，由于自身的勤奋
，30年代初便成为专业漫画家。
在他近60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漫画作品。
他笔下的三毛形象赢得了一切善良人们的共鸣，真正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艺术典型，他被人们誉
为&ldquo;三毛之父&rdquo;、&ldquo;三毛爷爷&rdquo;。
他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近代史，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他的成功赢得了&ldquo;人民
画家&rdquo;的称号。
1992年9月27日张乐平因患帕金森氏症久治无效与世长辞，身后留下了不朽的三毛。
　　《三毛流浪记》与《三毛从军记》是张乐平的两部代表作，曾影响过我国几代读者，现编入《世
界系列连环漫画名著丛书》，供读者永久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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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毛流浪记》是漫画大师张乐平的惊世之作。
《三毛从军记》问世以后，张乐平有感于当时上海到处可见的流浪儿，悲愤中始创《三毛流浪记》，
从此三毛形象产生了质的变化。
1947年该作问世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庆龄为此策划举办过“三毛原作展览会”并创设了“三毛生
活乐园”，以此动员全社会救护苦难中的“三毛”⋯⋯《三毛流浪记》曾改编成动画片、木偶剧、电
视连续剧，五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    《三毛流浪记》曾影响过我国几代读者，据不完全统计，自
三毛形象问世60多年以来，各种连环漫画单行本便近有50种，累计印数达1000万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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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乐平，浙江海盐人，毕生从事漫画创作，画笔生涯达60个春秋。
他所创作的三毛形象，妇孺皆知，名播海外，被誉为&ldquo;三毛之父&rdquo;。
　　三毛之父张乐平，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漫画家之一。
1910年11月10日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海塘乡黄庵头村。
父亲是位乡村教师。
母亲擅长刺绣、剪纸，是张乐平最早的美术启蒙者。
1923年，在小学老师的指导下，少年张乐平创作了平生第一张漫画《一豕负五千元》，讽刺军阀曹锟
贿选，在当地名噪一时。
1927年在家乡反对军阀迎接北伐军宣传队作画。
1929年开始，向上海各报纸投稿。
30年代初期，经常在《时代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逐渐成为上海漫画界较有影响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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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译林世界连环画漫画经典大系：三毛流浪记（彩色版）》曾影响过我国几代读者，据不完全统
计，自三毛形象问世60多年以来，各种连环漫画单行本便近有50种，累计印数达1000万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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