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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书屋（上）：
———助人自助，点亮“黑孩子”和失落社区 ■ 王怡

� � 如果得知，你居住的楼宇里
有中学便辍学在家的孩子，如果
看到，你的社区篮球场上有整日
游荡无业的年轻人， 你会做什
么？

面对这种情况，台东人陈俊
朗（人称“陈爸”），选择行动起
来，创办“孩子的书屋”，为这类
群体开展辅导和帮助。 如今，“孩
子的书屋”通过鼓励弱势家庭孩
子亲身参与建造“爱心土砖屋”，
来培育他们的自助精神和能
力， 帮助他们逐步回归主流社
会， 同时努力复兴社区失落的
互助文化， 不知不觉已经走过
十几个年头。

孩子的书屋：
这里没有“黑孩子”

在年轻时，“陈爸”有过一段
记忆深刻又难挨的打工时光。 后
来从台北搬回台东，在陪伴孩子
的时候，他发现社区中很多弱势
家庭的孩子没有得到正确的对
待和教育，甚至存在食不果腹的
情况。

这一现象震动了“陈爸”，他
开始有所行动。 2007 年，“孩子的
书屋”慢慢有了雏形：利用社区
里空置的晒稻厂，“陈爸”的团队
开始免费为这些他人眼中的问
题少年提供课程辅导和餐食照
料，渐渐地，警局里的“黑孩子”

走进书屋， 得到了原本学校、家
庭和社区理应给予的关注和照
顾，“不管他们过去是打群架、逃
学或是堕胎，团队就是完全接受
他们的缺点”。

2010 年前后，“陈爸”团队发
现，解决弱势家庭孩子的课业辅
导和就餐问题，仅仅是缓解了燃
眉之急，而改善这些家庭和孩子
的生活状态、提升自助能力才是
关键。 于是，书屋的业务逐步扩
展到协助家长戒毒、戒酒、戒赌，
并辅导就业， 甚至设立鱼池，开
辟菜园，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随着项目的日趋成熟、媒体
报道逐渐增加，书屋模式不断地
被复制到其他乡镇，开始进入创
新扩散阶段。 如今，“孩子的书
屋”已有 9 个据点，分别扎根于
14 个社区，照顾着几百名弱势家
庭的儿童和青少年。

但书屋运作并非一帆风顺。
筹资困难和场地不稳定，逐渐成
为书屋最严峻的问题。 在早期运
作中，大部分经费都来自“陈爸”
自己腰包，500 万台币几乎被全
部投入书屋建设中，经费压力较
大。 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团队利
用各种线上、线下渠道进行品牌
传播和公益营销，通过公共叙事
让更多人知道书屋和孩子的故
事，在不断努力之下，筹资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轻。

另一个亟待解决的就是场

地问题。“孩子的书屋”以租用场
地为主，通常是一年一约，如没
有顺利续约就得搬家，因此书屋
经常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2015
年，“陈爸”和团队决定为孩子们
盖一间“不会跑掉的家”。

不会跑掉的家：
看到他们“眼里有光”

决定了就要行动。 在台东青
林，“陈爸”用一名善心地主以象
征性价格让售的土地，与社会企
业“以立国际服务”合作，推出

“爱心土砖屋”暑期义工，广泛
邀请民众参与房屋建造， 从一
砖一瓦开始， 为孩子打造专属
书屋———青林书屋。 报名志愿
者的有大学生、上班族、家庭主
妇 ，志愿者共 260 人，分 13 批
来到台东为书屋造砖、种菜。 这
一自费义工项目受到热烈欢
迎， 大家不仅能从中体会到劳
动乐趣，更能够为“陈爸”团队
贡献力量。

更重要的是，“爱心土砖屋”
鼓励已加入书屋中的孩子们和
社区里其他辍学学生、失业青年
等共同参与建造， 藉由这一过
程，让社区里的孩子与失业家长
在实际操作中掌握一技之长。

从零开始，进行设计、建造、
装饰， 一座书屋的诞生并非易
事，很多孩子在最初的阶段产生
了放弃的念头。 但随着义工进
驻，能动性被挖掘出来，甚至不
愿意“下班”。“陈爸”说，那是他
第一次看到孩子们露出如此兴
奋和热情的眼神，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在
青林书屋落成仪式的当天，很多
孩子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也许是
因为他们知道，这将是一个永远
的港湾。

“黑孩子黑咖啡”：
自给自足，社区复兴

2016 年，“陈爸”团队又有了

新的行动： 租下一间旧平房，改
建为咖啡育成中心，并为中心取
了一个有记忆点的好名字———
黑孩子黑咖啡。 和之前的思路一
脉相承，团队鼓励孩子们“做中
学”， 让他们藉由全程参与装修
过程，积累建筑经验。

在咖啡店建成之后，项目仍
在进一步开展。 基于咖啡相关技
术入门较为简单，书屋里的孩子
有机会在中心里学习从烘豆、研
磨、冲煮到品尝等一系列专业咖
啡课程，一来接受新知识，二来
通过培训积累服务顾客、与人相
处的经验， 为孩子们未来就业、
创业奠定基础。 团队可谓用心良
苦，因为对于这些曾经被贴上标
签的青少年来说，自信、从容地
融入社会才是最重要的。 在育成
中心的舞台上，很多孩子大方地
展示才艺，甚至将咖啡屋打造成
了旅游打卡地。

从一开始的课业辅导、餐食
照料到后来的家庭及个体就业
辅导、能力培训，“陈爸”团队的
使命逐渐从“助人”变为“助人自
助”，而与此同时，社区里的人情
味正慢慢被找回。 正如“陈爸”所
言，书屋只是“鱼竿”，当弱势家
庭， 尤其是弱势家庭中的孩子，
真正掌握好“钓鱼”技术的那一
刻，书屋和育成中心的使命也许
会终结， 从一个个社区中退出，

而社区互助文化复兴，在小小一
片天地里， 社区人实现食物、精
神的自给自足。

项目亮点

纵观孩子们的书屋、爱心土
砖屋和育成中心的发展历史，我
们能够发现该项目的最大亮点：
创新、扩散与迭代。 十年来，“陈
爸”团队的项目运作思路从“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转变为“透过
现象看本质”， 甚至做好了项目
使命终结的准备。 的确，面对弱
势家庭孩子，提供学习辅导和生
活照顾是首要任务，但如果仅仅
停留在这一步，一旦他们脱离了
书屋的管理和监督，重回旧轨只
是时间问题。 团队认识到“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于是，项目
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帮助和干预
开始渗透到家庭层面， 同时，项
目以积极正面的参与式学习方
式影响曾经的“问题少年”。 逐渐
地，扎根于社区的鱼池、花坛、书
屋、咖啡屋，越来越多的弱势家
庭孩子重拾自信， 可以过上体
面、有尊严的生活。 未来，也许项
目会进入到第三阶段———社区
互助文化复兴，自给自足一定程
度变为现实，书屋完成其历史使
命并最终退出社区。

（据公益慈善学园）人称“陈爸”的“孩子的书屋”创办人陈俊朗

孩子的书屋业务扩展至多个方面，图为他们开辟的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