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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收孩子的最早几年，柏剑
的教育方式比较简单直接：不服的
就揍。如今打人是早不打了，有时
会改用心理战术，“有时候我说老
爸不揍你，我自己揍自己两下，其
实他看着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这么多年来，柏剑获得了很多
荣誉，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模范教师、辽宁省道德模范、北京
奥运会火炬手等。质疑与猜忌也一
直相随：有人说他长期受财团资助，
有人说他一直接收巨额捐赠，早发
财了，有人说他给那么多非亲非故
的孩子当爸，居心不良、图谋不轨。
柏剑对此显出无所谓的态度，“这说
明我被人关注着，是好事。”

柏剑说，他真正忧心的是助养
孩子的合法性问题。他会自嘲“在
法律的边缘游走”：法律规定，以个
人名义最多收养一名孩子。

但是事实是柏剑从未获得过
孩子的抚养权，他尝试办过收养手

续，但办不下来。他只偶尔和交接
的家长签订助养的“免责协议”，他
自己也拿不准有没有用。

鞍山市民政局慈善社工儿童
福利科工作人员表示，支持柏剑的
公益事业，也愿意为他找赞助和平
台，但确实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柏
剑与孩子们产生法律关系。

柏剑说，多年来，他也认真考
虑过“合法化”梦想之家——向民
政局申办一个培训性质的公益学
校，免费给孩子做马拉松培训，只
谈“训”不谈“养”。办下执照来，就
能请会计、做账目，再向社会公示
收支。他说他已着手在做，先要把
培训学校场地批下、消防达标，后
续再推进。

一旦办成，“梦想之家”的财政
将会透明，他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也能名正言顺。
（文中未成年人及志愿者为化名）

（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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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放牛班””的奔跑的奔跑
一教师一教师2626年帮年帮4848个孩子个孩子““跑跑””进大学进大学

辽宁省鞍山市东南方向15公里处，有片连绵的山区，车少、路
宽，是练习跑步的好场所。每天早上五点，一辆白色的四轮摩托盘
桓于山路。车在前指引，后面跟一群跑步的孩子，最小的六岁，最大
的十七岁。

引擎声盖不住“踏踏”的脚步声。10岁左右的孩子自己散着
跑，13岁以上的孩子则统一“连车”：牵引绳一端连接着孩子，一端
连接着车尾，十几根绳子五彩斑斓。车和人的时速保持在20公里
左右，一路有上坡、下坡，共计16公里。偶尔加速，后面即有喊声：
“老爸，慢点!”开车的是柏剑，48岁，鞍山华育中学副校长兼体育老
师。这些跑步的孩子现由柏剑助养、训练。孩子们管他叫“老爸”。

读书或是这群孩子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可他们中的多数文
化课成绩不行，被认为是“放牛班”的学生。柏剑让他们练马拉松，
通过考体育特长生或运动员达级来上大学。

柏剑说，参加工作26年，他助养过120多个孩子，练出了6位省
级以上专业运动员、48位大学本科生，并有4人研究生在读。眼下，
还有26个孩子生活在柏剑成立的“梦想之家”，由他陪练马拉松。

这个季节，早上五点天已大亮
了。柏剑的车突突突地跑在路上，早
起的农户会注目，农户家的狗也追着
车跑。

柏剑把着车头，间或回头叫一
句：“深呼吸！摆臂！”一头硬发被风
吹得向后倒去。

孩子们说跑步是个体力活、技术
活，要一点点磨。刚来的时候，没有
谁跑得动。“五百米就歇菜。”于是就
咬着牙，听柏剑的法子，由5公里起，
慢慢地提高速度增加长度。过一两
年，以每公里5分钟的速度轻松跑下
10公里，就开始连车跑16公里。

初夏的东北是跑步的好时节，清
早气温不到20摄氏度。不像冬天的
早晨，跑着跑着，嘴巴边上结出一层
霜来，一摘帽，“头上老白老白的。”

但偶尔也会专挑盛夏的正午、阳
光暴烈之时跑步，跑得满脸发烫、额

头冒烟，为的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到比赛时才不会只盼着风调雨顺。

在柏剑印象里，26年来，120多
个孩子多数在学业上普遍很吃力，练
马拉松、考体育特长生是柏剑为他们
总结出的最佳上升途径：按他的经
验，体育特长生的文化课在180分左
右就能上本科，超过300分能上一
本。

练马拉松枯燥，但门槛不高，“肯
吃苦就能练好。”现在的这些孩子中，
速度最快的男孩，16公里的公路跑
只用50分钟左右，最快的女孩，21公
里的山地跑一个半小时，要达到国家
二级运动员标准都已没有问题。

柏剑说，2010年丹东国际马拉
松是他最得意的赛事，前六名中有五
名是他的孩子。

这些原本连三本线都难到的孩
子中，他总共已带出48个大学生。

“梦想之家”是孩子们居住的地
方——实际上是门对门的两套公租
房，男女生各住一套。每套挤十来
个人，铁架子单人床从卧室摆到客
厅，一张挨着一张。

跑完步，孩子们休整、洗漱、做
早饭。大点的孩子轮流负责做饭，
最小的孩子则摆桌椅碗筷、端菜送
粥。要做近三十人的口粮，大锅蒸
汽腾腾。

开饭前，柏剑必然要说一句“宝
贝们请用餐。”孩子们则回：“谢谢老
爸!”

柏剑的朋友孙丽霞常到“梦想
之家”帮忙，接触过不少孩子的家
长。她说有的孩子从小以黑户身
份长大，如包袱一般被甩到“梦想
之家”。有的孩子四年未与父母相
见，前些时日孩子母亲在当地公安
的促成下，来鞍山与柏剑签订助养
免责协议，“可孩子没有认出亲妈，
叫她阿姨。”有的家长在媒体上看
到柏剑的事情，马不停蹄地把孩子
送来，“我问那家长在哪儿工作生
活，她说在外地工作，和孩子爸办
离婚了，所以没有能力继续养这个

孩子。”
17岁的郭瑞刚来时很暴戾，一

言不合就与人动手。柏剑说，那是
因为他从小被家暴，长大了就打别
人。要将他们教好，一是讲道理，二
就是练跑步。把劲儿都用到跑步
上，人就沉稳了。

10岁的满满曾和残疾的二伯生
活在大山里，她的父母自她四岁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过去她一字不
识，总赤着脚满山跑，练上跑步才知
道要穿袜子。

孩子们觉得“梦想之家”有家的
感觉，也有“人人平等”的好处。他
们能够在“梦想之家”生活，能学习，
能跑步——这既是他们的现实，也
是他们的出路。

走在鞍山市的街上，有街坊拉
住柏剑的手说，柏老师是个好人!

关于这个问题，柏剑和朋友吴
碧霞有过一次讨论。“柏剑问我觉不
觉得他是个好人？我说不是，因为
他这样无条件收孩子，让那些父母
把该有的责任全部撇得干干净净，
柏老师的仁慈可能助长了有些家长
的自私。”

2013年，在一家爱心单位赞助
下，柏剑找到一所临街的二层商住
房，几十个孩子的卧室、课堂、食堂
全在里面，柏剑给房子取名“梦想之
家”。2020年初，“梦想之家”的房
租断供了，合同提前结束。几番奔
波，柏剑以五百五十元每月每套的
价格，租了两套公租房，沿用了梦想
之家的名字。

公租房一套六七十平方米，家
具挤到一起，墙角的小椅子几乎摞
到房顶。任意一个房间，站上十来
个孩子，立刻显出局促。大家都坐
下，便没有任何转身经过的余地。
成堆的衣服没地方晾，只能挂在客
厅的窗边。

住房之外，钱的问题一直困扰
着柏剑。

“梦想之家”里，少时有十几二
十个孩子，多时有百多人，日常开
销异常庞大。练体育的孩子吃得
多，再怎么压缩成本，每个月光伙
食费就要七八千块。此外，还有一

大家子的水电气等杂费，目前在读
的七个大学生每月需要1000元的
生活费。每月的固定支出有两万
多元。

柏剑现在工资五千多元，在鞍
山市开彩票店的三姐对他多有支
持，三姐夫也每月给他四五千元。
再加上外界七七八八的捐助，勉强
度日。剩下的开销缺口就刷信用卡
来补，好几张卡来回倒着用，如今已
欠了四十万元的债。

柏剑说，为赚钱他做过很多
事。除夕夜，他领着孩子在外面捡
烟花壳子卖钱。近两年，他学着在
朋友圈卖南果梨、卖酵素。在某软
件看短视频能拿返现，看5分钟拿5
元，每天封顶10元。他一天不落地
看。

柏剑坦言，会有焦灼的时刻，整
夜不能入睡。但大多数时间他的心
态却很好，“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么
多年也过来了，没一个孩子冻死饿
死。”

48个学生“跑”进大学

“梦想之家”有家的感觉

办法总比困难多

期待“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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