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最“凶险”的他“开小灶”

“他是我从警五年来， 遇到的

最‘凶险’ 的一名服刑人员。” 这

是吴勇的主管民警安绍东对他的第

一印象， “每次我看到他在监狱心

康中心宣泄室内像猛兽一样疯狂摔

打着那些假人时就感到‘忧从中

来， 不可断绝’。”

安绍东是 2023 年才成为吴勇

的主管民警的， 但在那之前， 他也

对这位“狱中拳王” 略有耳闻。

2020 年， 吴勇因为冲动犯下不可

饶恕的罪行， 2021 年至军天湖监

狱服刑， 那年， 吴勇 26 岁。 从一

名把打拳视为生命中最重要事情的

职业泰拳手， 到失去自由身陷囹圄

的服刑人员， 吴勇后悔、 羞愧、 迷

惘、 焦虑， 而这些复杂的情绪表现

在日常行为中就成了他人眼中的

“脾气很差”， 而且还总是违规在监

舍“锻炼身体”。 有时还会展示自

己的“实力”， 比如一拳打弯铁床

架……

2022 年 9 月的一天早上， 睡

在吴勇下铺的服刑人员提醒他上床

动作轻一点， 吴勇解释了两句， 可

对方似乎对他的说法并不认可， 吴

勇见状竟立刻挥拳相向。

吴勇打拳是专业的， 这打下去

可还了得！ 所幸监房里其他服刑人

员及时阻拦， 民警也迅速赶到现场

处置，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而实际

上， 通过吴勇平时写的周记和后来

的反省材料来看， 他平时与下铺的

关系其实挺融洽， 事后也非常后

悔。

“情绪不稳定， 是个会随时出

手伤人的危险分子。” 听了吴勇的

“事迹” 后， 安绍东这样想。 后来，

安绍东在巡岗时善意地跟吴勇说了

一番练武之人须有武德的道理， 没

想到这点小小的善意， 吴勇记在了

心里， 还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自

己的感想。

2023 年 3 月成为吴勇的主管

民警后， 安绍东发现吴勇似乎挺安

分， 还以为他有所改变。 可没过两

个月， 吴勇又打人了。

这次违纪后， 安绍东调整工作

思路， 决定在教育矫治方面给吴勇

“开小灶”。

“司法部第 79 号令 《监狱教

育改造工作规定》 第六条明确要

求：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 应当坚持

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 课堂

教育与辅助教育相结合， 常规教育

与专题教育相结合， 狱内教育与社

会教育相结合。 这条规定里面提到

了多种形式的罪犯教育， 但是从实

际情形来看， 有的服刑人员是被摁

在凳子上听课， 如坐针毡如嚼黄

连。 ‘大锅饭’ 不好吃， 不如我们

‘开小灶’。” 安绍东说。

向“狱中拳王”学搏击？

在看守所期间就与人发生冲

突， 造成对方受伤； 从小常打架，

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拳……

通过仔细翻阅吴勇的相关档案

材料， 安绍东发现他的确是个情绪

非常容易激动的人， 就像一座“活

火山”。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安绍东也

有了很多新的发现。 通过吴勇的日

记， 安绍东看到了他对犯罪的懊

恼、 对家人的愧疚、 对搏击的热爱

和执着、 对健康状况和未来生活的

担忧。 同时， 通过吴勇写的一份年

终总结， 安绍东发现吴勇似乎对诗

歌挺感兴趣， 服刑后会背诗打发时

间。

诗歌， 恰恰是安绍东喜欢且擅

长的。 “我一直认为教服刑人员写

诗是一件大有可为的事， 他们在监

狱里最痛苦的事就是生活枯燥、 思

想贫瘠， 写诗谈何容易？ 但是一旦

入了门， 写出了自己的作品， 就会

获得极大的精神上的满足。” 安绍

东说。

不过， 在与吴勇“诗歌交流”

之前， 安绍东决定先用“拳” 拉近

心理距离。

自从吴勇违纪后， 安绍东就为

他申请在每周三的教育日去心理健

康中心的宣泄室打拳， 而且不仅是

让吴勇宣泄情绪地打橡皮人， 还要

教安绍东打拳。

学拳， 安绍东是认真的。 他看

了很多搏击比赛的视频， 对拳坛的

经典比赛能做到如数家珍， 比如方

便大战马库斯、 井上尚弥大战富尔

顿等， 当他和吴勇聊起这些比赛，

一向不善言辞的吴勇显然话多了起

来。

安绍东甚至报了一个搏击兴趣

班， 在下班时间练习搏击， 还把学

习、 对战时的感受和吴勇交流， 希

望吴勇教他。

“‘向服刑人员学’， 也许有人

会觉得不理解， 监狱民警是教育服

刑人员的， 反而要向他们学习？”

安绍东觉得自己的想法并不是离经

叛道， 他介绍， 这是他为吴勇量身

打造的改造项目之一， 一方面通过

教打拳可以帮他找到宣泄情绪的出

口， 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吴勇对他的

信任， 在教学中重塑他对改造和未来

生活的信心， “而且身教重于言传，

从每一个有特长的服刑人员身上， 我

都会主动学习， 也希望他们都能受到

我的影响， 带动他们的学习兴趣， 真

正化刑期为学期。”

安绍东的“小灶” 和言传身教在

吴勇身上得到了正向反馈， 因为情绪

带来的身体不适得到缓解， 对未来生

活的想法也不再那么局限。

出狱前， 吴勇还写了一封长达四

页的感谢信， 信里他提到： “我敬佩

您的学习精神， 不管是谁， 只要有可

学的知识和优点， 您都谦虚认真地去

学习。 给我的感受是， 一名警官都这

么努力学习了， 我怎么能在这个地方

自暴自弃呢 ？ 我也应该要更加努

力。”

再见时已踏上新的人生路

“他教我打拳， 我教他写诗。”

这并不算安绍东为吴勇开的“小灶”，

因为从 2020 年开始， 他已在监组开

展相关的“诗歌教育”。

作为历史系研究生的安绍东有自

己的知识储备和积累， 平时他会先展

示自己的作品， 让服刑人员赏析， 激

发他们的兴趣后， 鼓励他们参与诗歌

创作。

“一开始吴勇只是跟着大家一起

背诗， 简单地打发时间， 后来可能因

为‘好胜心’， 对诗歌越来越感兴

趣。” 安绍东记得， 有一次一名服刑

人员给他写了首诗， 于是他步这首诗

的韵， 回赠了一首， 还在监组里分析

讲解了两首诗涉及的典故。 当时， 吴

勇就表现得非常感兴趣， “他说没想

到现在的人也能写诗， 还希望我以后

也能写诗送他。”

就这样， 打拳之外， 吴勇有了新

的兴趣———诗歌。 比起最初死记硬背

古诗， 吴勇开始更深入地学习了解诗

的背景、 典故、 相关历史知识， 以及

诗的韵脚等等。

吴勇有一本 《唐诗鉴赏辞典》，

随便一翻就能看到他标出的“知识

点”。

“出狱前， 吴勇已经背了 800 多

首唐诗， 还学写了几首诗， 这对从小

就没好好读书、 语言表达能力有限的

人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下了苦功

夫的。” 安绍东感慨， 而且在用心学

诗的日子里， 吴勇的违纪风险明显降

低， 改造状态有了明显的提升， 情绪

也变得积极健康。

电影《八角笼中》 上映后， 包括

安绍东在内的民警都觉得这个故事和

吴勇很像， 于是让他观看了影片。

“他不善于表达， 看完后也只是说感

觉很亲切， 很有感触， 并没有就此决

定未来转型教孩子、 当教练， 但从他

后来回家乡开拳馆的选择来看， 当时

的一系列教育和引导还是起了一定作

用的。” 安绍东说。

2024 年 2 月， 吴勇刑满释放。

临走前， 安绍东依言写了两首诗送给

他， 百感交集的吴勇则写了一封感谢

信：

“时间过得好快， 我现在就要离

开这个地方了，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又爱又恨的地方； 爱是因为我在这里

学到了很多东西， 警官教会了我很多

的做人和做事的原则； 恨是因为我已

成为了一名罪犯， 进入了一个不该进

入的地方。 我不知道别人穿上这身衣

服是怎么样的， 但自己穿上这身衣服

是特别的沉重和不舒服的。 这个又爱

又恨的地方， 我想这辈子是不可能忘

记的， 我会时常都想起和安队一起打

拳的日子， 更会时常想起安队的教育

和指导， 未来我会用行动证明一切，

不会让安队后悔相信和扶助过我， 最

后再说句： 谢谢您。”

再见吴勇， 是今年 6 月， 安绍东

对他开展回访工作。 那时的吴勇， 已

经调整好身心状态， 恢复到了作为一

名拳手的标准体型。 在家人的支持

下， 他回到家乡开了一家拳馆， 教孩

子打拳。 他仍然感谢安绍东等监狱民

警对他的教育， 没有让他自暴自弃。

而他也明白， 自己或许无法站到拳坛

巅峰， 但他不想放弃这份热爱， 他的

拳头不是伤害人的武器， 而是应该用

来帮更多人创造希望。

（此教育个案在上海市监狱管理

局 2024 年“罪犯个别教育” 成果展

示暨实战大培训、 大练兵、 大比武活

动竞赛个别教育成果展示环节获得个

别教育工作工匠金奖）

□ 记者 徐荔

清晨， 西南部山区， 一群青少年在教练吴勇

（化名） 的带领下早早开始锻炼身体。 吴勇身材壮

实、 一身肌肉， 他曾是一名职业泰拳手， 还在国际

大赛中斩获过荣誉。 如今的他在家乡开办了一家拳

馆， 希望用自己所长帮助家乡的孩子。 这一幕仿佛

电影《八角笼中》 的情节在现实中上演……

然而， 和 《八角笼中》 的主人公一样， 吴勇也

有着令他羞愧的过往， 甚至他在军天湖监狱服刑时

屡屡“用拳头解决问题”， 是民警的“重点关注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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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勇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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