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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流浪记（全集）》

内容概要

“三毛”，一个身世凄凉，饥寒交迫，受尽欺辱、贫穷得只剩下三根头发的漫画儿童形象，于1935年
诞生于中国杰出漫画家张乐平之笔。《三毛流浪记》创作于1947年，当年在《大公报》上连载。作者
凭着一只笔，几张画，无需一个文字甚至符号，把这个流浪儿童在旧社会被奴役、被欺负、被凌辱、
被残踏的悲惨遭遇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不但揭露了人间的冷酷、残忍、丑恶，诈欺与不平，更为宝贵
的是，它强烈地刺激着每一个善良的同情心，培养着千千万万孩子们的天真同情心！
本书是根据1947年《大公报》刊登的内容，补充了当时没有收录进去的6张原稿，共126页，是出版最
全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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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流浪记（全集）》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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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春夏之交，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漫画形象在上海诞生，其奇特的造型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
。1937年抗战爆发，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青年张乐平与上海一些漫画同仁组成了“抗战漫画宣传队
”，任副领队，带队辗转苏、鄂、湘、徽、浙、赣、闽、粤、桂诸地，
沿途以绘画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1940年，张乐平在上饶战区担任漫画宣传队队长，并出任《前线日
报》副刊“星期漫画”主编。第二年，又在金华参加进步画刊《刀与笔》的筹备与编辑工作。张乐平
在东南地区一带坚持漫画宣传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张乐平从广东重返上海，开始新的漫画创作生涯。1946年，《三毛从军记》在上海《申报》
发表，引起轰动。第二年，另一部传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连载，激起社会强烈反响。
这一时期，张乐平的漫画作品大胆地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矛盾。
1949年 4月，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张乐平举办了三毛原作画展，并义卖三毛原作及各种水彩、素描、
写生画，筹款创办“三毛乐园”，收容流浪儿童。
1950年，张乐平担任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以后长期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并历
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常务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
五、六十年代，张乐平创作了大量的时事漫画，名重上海滩。
在此期间，张乐平除创作单幅漫画外，系列漫画计有：《二娃子》、《萌萌与菲菲》、《百喻经新释
》、《胡大生活漫记》、《父子春秋》、《我们的故事》、《好孩子》、《宝宝唱奇迹》、《小咪画
传》、《小萝卜头》等。三毛系列漫画计有：《三毛翻身记》、《三毛日记》、《三毛今昔》、《三
毛新事》、《三毛迎解放》等。
张乐平在《小朋友》、《儿童时代》等刊物上长期为儿童作画，并经常深入学校及少年宫等儿童活动
场所辅导小朋友，曾几次荣获“全国先进儿童工作者”称号。
张乐平的艺术生涯是多姿多彩的。除了画漫画，他的年画、插图、速写、素描、水彩画、剪纸、国画
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例如，他的年画曾在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上获得一等奖”。
文革期间，张乐平受到迫害，被迫搁笔。文革后期，从《解放日报》社调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
1977年6月1日，三毛阔别十年后，以系列漫画《三毛学雷锋》形象复出。以后，张乐平又创作了《三
毛爱科学》、《三毛与体育》、《三毛旅游记》、《三毛学法》等系列连环漫画。
1983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三毛流浪记》原稿捐赠授奖仪式，原稿由中国美术馆收藏。
同年，这位令人尊敬的“三毛之父”再次荣获“全国先进少年儿童工作者”称号。1985年，荣获首届
中国福利会“樟树奖”。
1983年起，张乐平患严重帕金森氏症病，创作遇到极大困难，但仍在“救灾义卖”等活动中，用颤抖
的手坚持作画。平时仍关心着我国的漫画事业和青少年教育事业。
1985年，《漫画世界》刊物在上海创刊，张乐平任主编。
1986年，创作最后一套连环漫画《人到老年》。
1989年，以“三毛”为笔名的台湾著名女作家陈平千里来沪寻父，被传为文坛佳话。张乐平晚年为海
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倾注了巨大的热情。1991年以《我的“女儿”三毛》一文，荣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海峡两岸情”征文特等奖。
1991年4月4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最后一幅漫画作品：“猫哺鼠”。
1991年冬，张乐平决定将《三毛从军记》原稿捐献给上海美术馆。
1992年1月23日，在上海华东医院因吸入性肺炎病情恶化。
1992年9月27日下午6时，张乐平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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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流浪记（全集）》

书籍目录

出版前言
序
题《三毛流浪记》
代序
三毛之父与我
三毛流浪记
张乐平艺术集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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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流浪记（全集）》

编辑推荐

　　《三毛流浪记》是经典故事,传世之作。 张乐平与三毛的形象活在几代中国人的心中。&ldquo;三
毛&rdquo;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典型，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它不仅仅是孩子们的最爱，同时也是深受成人
喜爱的可爱的形象。这本书是三毛丛书中最全的，有不少新增加的好东西哟！《三毛》绝对不是一部
教科书。它是一部很才有趣味的儿童读物，也是给成人看的警世书。看似满纸荒唐言，实际一把辛酸
泪。每个人捧起这本书的时候，都能或多或少地从中感觉到一些什么，这是它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的最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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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流浪记（全集）》

精彩短评

1、小时候的经典！话不多说了！
2、翻阅最多的一本，很喜欢这里面文字的拼凑，或许内心的孤独成就了长期游历其中的归属感
3、童年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书都翻烂了
4、带妹妹去书店，无意看到此书，刚看一页便被打动，在一群儿童之间读完此书，数度流泪。
5、这个要追溯到小学，被寄在书店的日子里，哈哈哈
6、在张乐平故居买了这本，和小时候的记忆不尽相同，情绪的压抑，情感的悲凉更加明显，几乎感
受不到任何笑料。在那个残酷的世界，人性的善与恶被简单的几个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PS:时代再怎
么黑暗，至少还是可以说这样的故事的...
7、刚看了一遍，三毛。
8、想想三毛，再艰苦都不是事。
9、三毛，你会幸福的对吗？你看你一直在我们心中呢！
10、小时候看的还有印象，但其实不太懂⋯再看以后，希望世界上少一些三毛⋯
11、小时候看真的很心疼三毛啊！满满的回忆！
12、黑白配 经典
13、三毛不只是童年啊，现在重新看一遍依然感觉要哭了。
14、漫画与文字的结合很简单真实。最后还就有悬念，很好的一本初学入门书。
15、经典的东西永不过时。
16、很棒,女儿很喜欢, 运货也很快
17、女儿读过几遍，很喜欢
18、给孩子看
19、沉重的左派。
20、倾其一生活的自我。
21、读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得看文字，图就看得不太细了。想要每天都看写童书，急着多看，没有精看
。三毛总是那么不幸，但是却一直都是那么积极，那么善良，没有颓废抱怨。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
现在，都有许多穷人那样生活着。
22、怀念自己小时候看的三毛流浪记
23、for my father
24、还是童年系列。
25、真的是一本很难忘的书/(ㄒoㄒ)/~~
26、漫画
27、这才是经典
28、经典的漫画
29、乱世全景
30、中国现实主义漫画杰作，而漫画中的人物与故事，似乎离我们这个时代并不遥远。
31、哈哈这种书我也开始Mark了是有多丧心病狂
32、小时候最爱的书和电视剧，Kindle图太小，但图画中寥寥几笔画出的炎凉、困窘、走投无路、人
性的恶与光辉，也同样淋漓尽致啊。 现在发现，最珍贵的都是感受。体会到的那些，感情，感受，带
给你的感觉。（解梦现场？？？？）
33、大概是初中读的
34、很早以前，看过根据三毛漫画制作的动画片。这是第一步让我看得心疼到泪流满面的动画片。
35、很短，记忆里还是很有趣的。
36、这个版本相当棒，有柯灵夏衍三毛等人的前言，内容上也做了校正保证了完整性。这部作品到现
在看起来依旧鲜活，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披露。这种漫画很容易陷入人物脸谱化的怪圈，但是这
部作品没有。好多人，比如收养三毛耍杂耍的男人，不能单纯用一个好或者坏来衡量。小时看的是热
闹，现在看的是门道。
37、好心酸哦。三毛过着自生自灭的生活。家庭条件再差只有有父母多少都有温暖，像这些孤儿真是
尝尽人间冷暖。也许是处在最底层才能看到人性如此的自私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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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流浪记（全集）》

38、当时想：自己以后有了钱一定要请三毛吃鸡。
39、每年都会看一遍，温故而知新。
40、经典中的经典，作者对人性的观察太细致了
41、三毛流浪记全集
42、一个时代的侧影，国之不国，家不成家
43、儿时记忆，民国史入门
44、少儿回忆
45、悲惨的娱乐    看着漫画书却有着跟看《活着》这种书的沉痛和压抑感   由于一次跟牵手上海组织的
一个志愿者活动而获赠的书，还指导小孩子演出了其中的某个场景，想想竟然过了两三年了
46、旧社会浮世绘。小时候一度觉得有些场景简直是恐怖漫画，现在想来真可叹。
47、手机阅读，文档已删。2016.2.9，一小时。9.1，2281人。
当今这个社会，物欲横流，娱乐至死，现在看这本漫画完全无感。还是看死亡笔记或者火影忍者消磨
时间好些。
48、三毛太惨了，硬生生用kindle看完漫画，效果太差了。
49、旧时代  写真
50、背面是《混乱世界》，三毛三四次在新场景留下又离开，有轻松欢快的也有压抑苦难的，但总基
调是灰暗的，处处是讽刺对比，最后没有结局，于是三毛就永远留在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台湾张乐平
。
51、可怜的孩子，各种凄惨遭遇啊，想到那个年代，如三毛一样的孤儿着实不容易。和宝贝一起阅读
的。
52、那个动乱的时代，想要活下来真的好难
53、漫画漫画
54、重新读过一遍，发现小学时看的漫画印象倒是从来没有消失过。三毛就是那社会中的一粒受控的
沙，拥有着这般起伏动荡的人生，每一次被逼到尽头又出现曙光，短暂的温暖幸福接下来的是更无奈
的经历。结尾那幅“混乱世界”的大图景，已经遭遇过万般光景的三毛站在街中，环顾四目，皆尽荒
唐。最后的感触，一层是虽然不能切身感受但仍能体会到的悲凉，另一层则是童年寄予的那份回忆，
当时捧着这么硬壳书翻看时的纠结，以及不知道怎样燃起的一定要放在班级图书角大家能看到这本书
的执念，或许真正在乎的不多，但是那么一刻还是想要分享出来的孩童想法。现在想想，仍然是没有
改变呐。
55、一个小人物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风貌和动荡。
56、小时候很喜欢这本   都翻烂了
57、小的时候读的时候像是穿越过去跟着三毛以底层者的角度在民国走了一圈，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人
，反复读，无所谓深刻的感触，但总有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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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流浪记（全集）》

精彩书评

1、小学2年级的春节妈给我买了一本《三毛流浪记》，扉页上工工整整郑重地写上我的名字，落款“
春节快活！妈妈”。这本书和妈后来送我的《绿野仙踪》一起，成为我百看不厌最喜爱的书。小时候
看这本漫画书流了不少小眼泪，虽然它已破旧不堪，我至今都还不时拿出来翻翻，为三毛的凄惨命运
而难过。张乐平对旧社会流浪儿童的深情悲悯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他简洁明朗直击人心的作品之中，当
年很多小朋友看了这本漫画书，就一直给张乐平给出版社寄小绒衣小鞋子等各种东西，包括自己都缺
衣少食的车夫的七个孩子大毛到七毛，看到《人非草木》《还有好人》那几段，难过得吃不下饭，要
把自己的毛背心脱下来送给画里的三毛，看到三毛因为打碎瓶子挨打，马上去找瓶子要代他赔给老板
。我以后再没看到过比《三毛流浪记》更深刻感人的现实主义漫画作品，张乐平在作品中一直把三毛
的悲惨命运和当时黑暗的社会大背景紧密相连，使三毛的遭遇更容易理解。他也并没有虚假地给小朋
友设置一个人人都过上了梦想的美好生活的虚幻结局，而是三毛茫然地立在解放前的上海街头，有钱
人带着行李与宠物坐着“中国航空公司”的大巴前往机场，反饥饿反迫害的志士在游行，民生百货二
楼有人吊颈自杀，美国大兵在持枪抢劫，三毛睁大眼睛看着《一片混乱》不知所措。今天的欧洲街头
不时能看到一些时髦的年轻小伙子，前额上方的头发有一缕微微翘起，显得很有型，其实这个发型
跟1929年法国漫画家埃尔热创作的丁丁的发型非常酷似。《丁丁历险记》共被翻译成58种文字，全球
销量超过2亿册。可能是出于西方人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丁丁热爱和平与正义，机智勇敢，
总能与小狗白雪一起出生入死化险为夷，战胜比他强大得多的敌人，丁丁几乎就是少年版的007。三毛
跟丁丁一样善良正直坚持正义见义勇为，可是三毛没有丁丁那么好运，他还是那个无依无靠手无缚鸡
之力的孤儿，处处挨打受欺负，随时忍饥挨饿头破血流，命运叵测令人揪心。大概58年出生的台湾绘
本画家几米创作的高峰期已经处于台湾社会相对稳定富足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所以他的绘本漫画作
品几乎隐去了一切时代背景，画面清新唯美，笔触细腻敏锐。他关注的主要是少年内心的成长痕迹，
情感纷扰，思考人生与命运的因果，可能也只有在一个和谐安稳的环境下，才能让艺术家有足够的时
间与情绪去关心去刻画这样细腻的生命生长过程，他笔下的孩子才可能有机会去对这个《布瓜的世界
》充满好奇。几米的世界显得过于唯美甜蜜，几丝淡淡的忧伤都像美丽的哀愁毫不真实，74年出生的
日本插画家高木直子就将她一个人在东京居住的小家子生活描绘得有声有色，虽然碎碎叨叨，却朴实
真切，非常有趣。她不对自己的生活下什么定义，但她自制腌鲣鱼，自己动手钉家具，大雨天打伞冲
进超市只为抢购半价生鱼，就着生鱼片小酌两杯然后躺地板上呼呼大睡这些可爱的行为将直子的乐观
独立表达得淋漓尽致，不过她最可爱的是完全不掩饰自己的溴事，经常忘记倒垃圾时间把垃圾丢阳台
上被建筑工人发现羞愤万分，朋友要上门赶紧把乱七八糟的客厅里的东西扔到卧室等等，一边展示一
个人生活的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一边也不掩饰独居生活的寂寞与恐惧，深夜不得不上复印店的害怕，
别人放长假一个人闷家里的尴尬，还有时不时地做点儿牵着宠物住高级别墅的白日梦什么的，这就是
《一个人住第九年》中质朴可爱亲切真实的高木直子。直子的漫画系列深受欢迎，我想，他们喜欢她
是不是更是因为她敢于完全真实地面对现实，和自我人格完全统一的健康心态，以及在她看似漫不经
心的描述中找到的亲切共鸣。
2、记得很小很小就看这些光图没字的书小时候，看图说话的作文总是写的很好；看读者总是最先翻
看中间的漫画养成了现在对图片数字更敏感，对语言文字不感冒的毛病
3、张乐平的漫画，我差不多都看过了。每本书合上后，心情就沉重起来，他画了这么多书，我感觉
，不仅仅是为了那年的革命，也许还有一个愿望，是画给未来的孩子，并让他们懂得并记住，坚强这
两个字。
4、这本书我读的时候曾让我哭过好几次，应为孤儿的生活是多么难过，我觉得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
生活！而不是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的。我们要为现在生活感到知足，感到幸福，感到高兴，感到美满
！！！！！！！！！！！！！！！！！！！！！
5、当年幼儿园毕业的时候，班主任送了我一套。最记忆犹新的是当年幼儿园毕业典礼后，因为我一
直很想自己走回家，但是家里人都不让。于是那天我鼓起勇气抱着这套书走回家，舅舅去接我却找不
到我急得快疯掉。到半路发现有一小孩抱着书在走。。。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我不争气地放声大哭。
。。当年在幼儿园虽是孩子王加骄纵出名的人。。但老师都对我很好，总觉得送我这套书意味深长。
。虽然那时已经有叮当乱马相伴，但是这套书恐怕也看了不下十遍吧。当年弱小的心灵觉得三毛就是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剧。苦得不行，三毛生病了，我会觉得那病一定很难受，三毛被人打到头上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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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觉得那个包一定巨痛，三毛吃饼，我会觉得那饼非常好吃，三毛住在又脏又臭的地方，我会深
切感受到一阵恶心。只能感叹小平大平对气氛的渲染的确到位。三毛最后的命运却始终没有确切的交
代。于是在幼小的心灵里，总觉得世界上一定有个三毛跟我生活在一个社会，对于街上的乞丐小孩都
充满同情。而到了现在这个混乱现实的社会，当看到乞丐口袋里露出手机，又或看得清他们刻意抹脏
的脸，等等。。就不得感叹，世道真的变了。同情也变得不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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