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生状告重庆轨道集团———

“这个案子没有一方是败的”
2024年 5月 28日，西南政

法大学法学生韦孝诚和同学刘宴
进入重庆轨道交通嘉州路站准备
乘车，但正好想要上厕所，于是两
人就出站找厕所。结果，小韦和小
刘在未乘车出站的情况下，均被
收取了 2元车费。

事后，两人都认为，他们未乘
车，还是被收取了车费，虽然钱不
多，但并不合理。

由于和重庆轨道集团沟通不
成功，两名学生便通过一纸诉状，
将重庆城市通卡支付有限责任公
司和重庆轨道集团起诉至法院，
要求两家公司返还他们的 2元乘
车费，并请求法院判定轨道集团
制定的“0公里票价 2元”票务条
款无效。

小韦在自己的朋友圈还写
道：“我们法律学生就是要抬
杠。”

“我感觉自己有一点较真，再
加上刚毕业有一股‘初生牛犊不
怕虎’的心气，让我有勇气能够做
这件事。”韦孝诚说，自己学了四
年法律，就应该运用所学知识，
“讨一个公道”。

2024年 11月 8日，已经在
广州工作的韦孝诚飞回重庆参加
庭审，并决定不请律师，自己与被
告方进行法庭诉讼。

1月 23日，重庆自由贸易试
验区法院宣布一审结果。其中，
退还 2元车费的诉讼请求，法院
认为，退费方是重庆轨道集团，而
非重庆城市通卡支付有限责任公
司。

另一个关于“0 公里票价 2

元”票务条款无效的诉讼请求，法
院也认为，该票务规则并未违反
公平原则或排除乘客主要权利。
因此，法院驳回了韦孝诚的全部
诉讼请求。

庭审后，重庆轨道集团与韦
孝诚就退还票款一事进行了协
商。2元票款已于 2月 6日退还
给了韦孝诚。

对于败诉的结果，韦孝诚并
不意外。他表示：“从来都是预料
会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我提
出的诉讼请求和论证门槛都很
高，胜诉的可能性渺茫。”

作为政法大学毕业生，韦孝
诚看到的不只是法律条文，他觉
得通过自己的诉讼行为，就是在

推动社会法治建设的进步。“这个
案子，看似必须一方胜一方败，但
其实没有一方是败的。它本身的
作用不在于胜诉，在于重庆轨道
集团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我觉
得就够了。”
“不仅仅是在重庆，希望全国

各个城市的轨道交通都能明确，
短时间内（比如 10分钟内）地铁
站同站进出能够实现免费，不仅
仅是告知广大乘客，而是从规则
上进行修改，彻底避免。”

值得关注的是，韦孝诚提起
诉讼后，重庆轨道交通公司已在
各个车站张贴公告，告知乘客 10
分钟内取消乘车可联系工作人员
办理免费出站。

微博一功能调整也是法学生推动

法学生关注的不仅仅是地铁
规则。例如，2024年 11月 9日第
十届“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
大赛获奖项目：华东政法大学“临
战队”提交的“数据之间，权益之
争———诉微博缺位个人信息保护
案”（一等奖）；武汉大学“还我的
脸队”提交的“诉美图秀秀‘AI写
真’侵犯用户删除权及公平交易
权”（二等奖）等。

2023 年底，新浪微博上线
“充值 SVIP可查看访客记录”功
能，充值会员不仅能查看访客记

录，还可删除自己的访问记录，访
客记录知情权成了会员专属福
利。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学
生林湛在使用微博时，敏锐察觉
到该功能可能侵犯用户个人信
息。恰逢“小城杯”开赛，她迅速与
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周懋、法律
学院杨勇组队参赛。

2024 年 4 月，案件在北京
互联网法院成功立案。9 月一审
判决出炉，法院虽未判定微博
违约，但认可了“访客记录属于
个人信息”。

在今年二审中，经法官协调，
微博方调整了访客记录制度，普
通用户隐身访问名额从 3位增加
到 10位，相关界面也已修改。
阴马嘉豪王秋婷耿学清刘文婷等

封面新闻、《中国青年报》
《东方教育时报》、法治上海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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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这类大学生不要
求撰写毕业论文

近日，教育部印发 758项新
修（制）订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
准。该标要求中职、高职专科实践
性教学学时原则上不少于总学时
的 50%，职业本科实践性教学学
时原则上不少于总学时的 60%。
引导职业本科学校围绕能力培养
科学确定取得学位要求，明确职
业本科专业一般不要求学生撰写
毕业论文，将工艺改进、产品（服
务）设计、技术（服务）创新、技艺
展示、专利研发等作为毕业设计
（创作）的重要内容。

阴 李楠
《潇湘晨报》2月 11日

●北京：杜绝“阴阳课表”，
“三大球”至少修一项

2月 17日，北京市教委、北
京市体育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体育工作
的若干措施》，即北京市中小学
“体育八条”正式发布。

其中明确，小学和初中每天 1
节体育课，高中每周 3至 5节体育
课，没有体育课的当天要安排不少
于 45分钟的体育锻炼。每节体育
课应安排不少于 10分钟体能练
习，强化运动负荷监测，杜绝“说
教课”和“不出汗”的体育课，防止
教学内容碎片化、随意性；不得以
任何形式挤占体育课，杜绝“阴阳
课表”。小学、初中要将“三大球”
至少一项纳入体育课必修内容，
高中要开设“三大球”模块教学。

阴 李祺瑶
《北京日报》2月 17日

荫年轻人在高压职场中
构建“治愈结界”

近期，寓意好运的工位摆件
销售火爆。记者在社交平台浏览
发现，爆改工位花样繁多，有人自
购人体工学椅，有人配置养生壶，
有人用上了“赛博朋克风”键盘，
还有人种果蔬，甚至用多种绿植
造一片“森林”，称之为“森系工
位”。年轻人在高压职场中构建
“治愈结界”，一个财神手办、一盆
发财盆栽，都是对抗职场焦虑的
具象化载体。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
长芦恒指出，在社会心理学上，这
种主体性表达是人面对压力时所
启动的一种防御机制。“卡通风工
位”蕴含着他们对无忧无虑童年
生活的怀念，“森系工位”则反映
出他们寄情于大自然的朴素愿
望。也许有人认为“逃避无用”，但
或许正是这短暂休憩才使他们积
聚了再次出发的力量。

阴 郭佳等
中国新闻网、中新经纬客户端

2月 14日

德龄著述颇丰。值得注意
的是，其以英文撰写的多部关
于慈禧的作品，并非回忆录，
而应归入历史小说的类别。

在话剧《德龄与慈禧》中，
慈禧感叹“（宫中）四十年没听
过婴儿的哭声”。按照译林出
版社出版的《我和慈禧太后》
一书描述，慈禧年轻时即养成
了服食人乳的养生习惯，为此
太后甚至特许乳母可以带小
孩子入宫。无论如何，包括该
书所讲述的慈禧乘火车巡游
的经历，以及一些涉及重要人

物重大历史事件，不宜直接拿
来作为史实。

该书“译者前言”强调德
龄乃“慈禧太后晚年的首席女
官”。清女官一般在礼节仪式
前会临时奏准女官名单，礼成
即散，并无常设。

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
等书署名德龄公主，事实上，
作为美籍华人的德龄本人并
非公主。书中提到叶赫那拉族
人欲用武力篡夺皇位，被处以
最残酷的火刑。其在烈焰中发
誓，“有一天，叶赫那拉的子孙

是一定要向努尔哈赤……清
室始祖……的子孙算账的”。

比对《大清律例》，后者并
没有关于火刑的内容。按律规
定，死刑有二：绞、斩（即绞刑、
砍头）。清《皇朝通典》曰，“死刑
之最重者为凌迟、为枭示（枭首
示众）”。对于“凌迟”，《大清律
例》规定，“凡两犯凌迟重罪者
与处决时加割刀数”。

由此，可想而知在戊戌变
法失败后，慈禧何以下令处死
“戊戌六君子”时，特别指令要
使用“大将军”钝刀。据刑场观

者回忆：“这哪里是砍人，分明
是锯……”

关于行刑，清末女革命家
秋瑾的故事令人唏嘘。秋瑾因
起义泄露被捕，在狱中留下唯
一一句供词“秋风秋雨愁煞人”。
据载，负责审讯的李钟岳对秋
瑾维护有加，将绝命词保存下
来，并答应了秋瑾临刑前的请
求：行刑不解衣带，不斩首示众。
李因此遭革职，并多次被追索
秋瑾遗墨致悬梁自尽。至秋瑾
逝世三十周年祭典，李钟岳神
龛被置入杭州西湖秋祠中。

作者后记：从德龄著述到大清律例

江珊携半壁“江山”角逐“白玉兰”

话剧《德龄与慈禧》：童话照进紫禁城

文艺百家

案语

姻法务链接

阴 马霞
按演员江珊的说法，2000年

前后，北京一周能有五六个戏在
演就挺好了。如今，上海、北京两
地，每周都有五六十个戏在演。

江珊演了三十多年戏。近
日，在司徒慧焯导演的话剧《德
龄与慈禧》“2024 内地复排版”
中，江珊再度饰演慈禧，以一己
之力撑起半壁“江山”故事。凭
借《德龄与慈禧》，江珊获评壹
戏剧大赏最佳女演员，今年又
报名角逐第 34届白玉兰戏剧表
演艺术奖。

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
评选有一条“铁律”，评委们必须
现场看表演。是以该剧在 1月 10
日上海的演出公告里，出现了
“白玉兰评委场”字样。该剧 2025
年全国巡演行程除京沪外，还包
括宁波、重庆、长沙、广州、烟台、
武汉、常州、沈阳等站，以每周一
座城市的速度，巡演至 4月。

当清宫“秘史”不再是“秘密”
《德龄与慈禧》讲述十九世

纪末，一位生长在西方、受西方
教育的清朝宗室“官二代”德龄
郡主，来到重门深锁的紫禁城，
成为慈禧的翻译、光绪的英文老
师，与后宫眷属等不无周旋，参
与并见证了一段清宫“秘史”可
悲可笑不乏温情的故事。

戏剧若有灵，应该是愿意自
己选择剧场的，找到比较中意的
合适的时空、甚至独属于自己的
“意识域界”。设想同样一部戏，
走遍各地，比如在“帝都”北京、
“魔都”上海、“港都”香港分别上
演，遭遇风格鲜明的京味文化、
海派文化、港风文化之反馈，在
旨趣及现场氛围方面会有怎样
的“应激”调整？
《德龄与慈禧》是香港话剧

团经典剧目。随着 1997年香港
回归祖国，1998年，由杨世彭导
演的粤语版《德龄与慈禧》在香
港首演，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
和，一举囊括香港舞台剧界五大
奖项。论其长期傲居“港风”本土
戏剧美学高地，恐不为过。编剧
何冀平明确表示，该剧是对香港
回归中国时代语境的回应，少女
德龄如“清风吹进紫禁城”，是一
座文化沟通的桥梁，“隐喻了当

时的香港”。
2019年，卢燕、濮存昕、江

珊、黄慧慈、郑云龙内地复排版，
于京沪再掀热潮。

2025年 1月 16日，话剧《德
龄与慈禧》“2024内地复排版”朱
门再启，亮相于北京保利剧院。

比较而言，北京作为政治文
化中心，又是历代王朝的故都，
京味文化更多地表现在风俗礼
仪、传统伦理方面积淀较深，更
注重人与环境的整体关系；而港
风，则指向香港自身独有的城市
文化特质，市民的趣味戏说兼具
中西文化交错独特韵致；至于海
派文化，开放、创新、包容，业已
突破上海地域界限及都市文化
“范式”……这种相互镜像、观
照，相信有助于京沪港三地戏剧
美学的持续观察及综合评价。
《德龄与慈禧》上演近三十

年，当北京的戏剧舞台在数字技
术和充满活力的演艺市场冲击
下，呼唤更高更新的审美标杆，
当剧中所阐述的清宫“秘史”已
不再是“秘密”，新的历史条件
下，江珊、郎玲、肖宇梁主演的话
剧《德龄与慈禧》“2024内地复排
版”，如何挣脱与生俱来积存的
某些“固化”成分？如何沉淀更多
的历史意蕴，挖掘更多人性的幽
微内涵？值得关注。

难以遮蔽的时代风云
长时间的巡演虽然疲惫，却

使江珊“心里的满足感更强烈”。

她说，到不同的城市，观众在观
看演出的过程中给予我们的反
馈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到一个
城市都有不一样的新鲜感。

相较于德龄，慈禧无疑是更
有“挖头”的一个角色。江珊为观
众呈现了一个更有女人味的慈
禧形象。但正如主题曲所唱，“挡
不住大江东去水留痕”，一个特
定朝代的命运，常非一人之力可
以左右。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
觉醒，而应是一个“系统”工程。

剧中难以遮蔽的波澜壮阔
的时代风云，以及一场高品格的
对决风暴，于当下如何就自我价
值和历史地位引发更多共鸣和
启示，现场可感地更为北京观众
所期待。

十九世纪末的帝都是怎样
的？濒临亡国的清王朝，不得不
仰视西方文明。变法失败，慈禧
“祖法不可变”观念愈加根深蒂
固。剧中当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
的变革和冲突，但多系点到为
止。关键时刻，人物的行事有待
构建更精微、更足够的内在动机
和外围逻辑。

在剧中，德龄斗胆暗助光
绪，主动告知外文报上刊发了康
有为、梁启超在日本的消息；孙
中山在美国创立兴中会……德
龄给光绪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而慈禧，不少于三次，任性地将
大臣奉上的折子或撕或弃，对日
俄在中国东北打仗、河南水灾等
国难唯恐避之不及。遗憾的是，

编导也似乎对此心不在焉，将视
角过于聚焦“家事”恩怨，对太
后、皇帝之间以及各自的情感，
有展示，却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改
观。慈禧所谓“我是个女人，我要
有人疼我爱我，有人给我搭荫遮
日，有人为我抵风挡雨”，如此台
词不像是七旬皇太后、而更像其
盛年时才有的心声。尤其是光绪
与皇后的“家长里短”式的心结
对话，在 20世纪末的世情下，也
许是恰如其分的，时至 2025年，
与当今影视剧里常见的普通夫
妻的琐碎对话几无二致。剧中对
于国家紧急“大事”不解题，无交
代，冲突关键时亦节奏平平，很
容易使观众走神。

至光绪恳请皇阿玛自己主
持维新，这样的台词在明显铺垫
偏移的情形下，说服力之弱，难
怪部分观众失望“起急”。剧中华
彩部分，不排除荣禄灯光下的重
现、独白，慈禧寿宴上基于儿女
“私情”之“爆发力”，令人震撼，
奈何回天乏术。

人物对话，如果换成其他角
色来说，依然成立，这样的对话
不能说是有个性的；如果把重点
放在抱怨，或过于拘泥俗情妄
念，这样的角色非但不能等同于
“有血有肉”，事实上对于形象的
塑造堪称不小的损伤。

更像是一出童话
剧中德龄随侍权力左右，准

确地说，“右”的可能性更大些。

真实的德龄，在基于回忆的“自
传”式作品《我和慈禧太后》一书
中，常以“我”的身份，立于慈禧
右侧做翻译。在剧中，德龄以智
慧、真诚和爱唤醒深宫后院之曙
光，以无私且无畏的爱极大地融
合“交通”着东西方文化精髓。

郎玲饰演德龄一角，说话习
惯是否需要融入一些特殊的处
理呢？比如“西洋”腔调。参照德
龄本人的演讲录音，应有助塑造
独特的“这一个”人物形象。
《德龄与慈禧》淡化了传奇

历史的元素，更像是一出童话照
进了紫禁城。象征真善美的主人
公德龄，集“公主”身份与皇宫闯
入者于一身，以中西“药方”疗愈
皇太后母子，惹来妒忌排挤，好在
最终破釜沉舟，打赢了一场皇后
与太监导演的貌似“无伤大雅”的
闹剧，致皇太后幡然醒悟。母子以
死亡为和解。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
当代史”。历史语境的关键，需要
尽可能地道出并保留当代人的
切肤感受。话剧《德龄与慈禧》
围绕晚清政治舞台和宫廷生活，
为呈现更加立体和人性化的形
象作出了多方尝试。如果能够与
时偕行，结合新的时代课题和历
史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剧中相关
人物事件故事，兼顾不同地域
文化的观赏习惯和偏好，相信
会有更多更新鲜的灵感奉献给
观众。
（作者系本报记者）

2025年 1月 16日，话剧《德龄与慈禧》“2024内地复排版”演出现场。马霞摄

江珊在剧中饰演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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