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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断一根筷子被索赔百元，该不该赔
事发浙江温州的一家高档餐厅 专家：该赔，但应参考市场价格、进货凭证等认定

A05城事2024年8月16日 星期五 编辑/黄海文 实习生/王梦凡 范师瑀 见习美编/沈树 校对/汤吉

扫码看视频

三湘都市报8月15日讯 因为
下巴发育不足，7岁男孩施慕慕
（化名）呈“鸟嘴状面容”，确诊为小
颌畸形综合征。8月15日， 记者从
湖南省儿童医院了解到， 医院专
家团队通过3D打印技术， 为施慕
慕成功施行下颌牵引成骨术手

术，施慕慕面部恢复正常，变帅气了。
施慕慕在出生时就被发现下巴短小后缩，吃东西容

易呕吐、易呛咳，很难嚼烂肉类，吞咽体积稍大的食物很
困难，身高和体重一直比双胞胎弟弟差。随着年龄增大，
施慕慕开始出现张口呼吸、打鼾。妈妈发现孩子下巴后
缩得愈发严重，像长了一张“鸟嘴”。来到湖南省儿童医
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后， 施慕慕被诊断为小颌畸形，还
有扁桃体、腺样体肥大，医生建议住院手术治疗。

小颌畸形综合征是在胎儿发育时期各种原因导
致的下颌骨发育不足， 引起舌后坠以及喉部组织的
发育缺陷，导致呼吸困难以及喂养困难，症状轻重与
畸形程度不同而有差异，严重者可发生窒息死亡。主
要外形特点是婴幼儿的下颌比较小， 呈“鸟嘴状面
容”。为了保证手术中的精确性，医院骨科重点实验
室专家团队在术前通过计算机软件模拟设计截骨及
延长方案，并通过3D打印头模验证计算机模拟结果，
3D打印个体化截骨模块，预弯延长器，以确保术中截
骨及安放延长器的精确性。

经过4个多小时的努力，手术麻醉团队顺利完成
手术。通过十几天的下颌骨牵引，施慕慕的“鸟嘴”畸
形明显改善，打鼾、张口呼吸也改善了，终于可以安
安稳稳睡觉了。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彭湘粤 黄艳 张警盈

事件：摔断一根筷子，被索赔一百元

事发8月10日晚间。现场视频显示，一名顾客称，他
和同伴在浙江温州的深海黑珍珠餐厅就餐， 一顿饭花
了一万多元。就餐过程中，他们摔断了一根筷子，餐厅
要求赔偿100元。餐厅一名工作人员称，损坏的筷子是
德国进口的白瓷筷子，买入时价格为158元。

据一名当事顾客回忆，损坏的筷子是公筷，是不小
心掉地下摔断的，并非故意摔断。他们在用餐时，并未
看到桌子上有关于筷子价格或者需要小心使用的提
示。“如果知道是这么贵的筷子，我们肯定会小心使用，
或让店家直接拿走。”

据查，深海黑珍珠餐厅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是一家
高端餐厅，相关平台显示该餐厅的人均消费价为662元。

8月15日，记者致电涉事餐厅了解情况，对方直接
挂断了电话。记者注意到，该餐厅工作人员接受其他媒
体采访时曾表示，筷子是白瓷材质的，成本价为八九十
元，餐厅方面是根据筷子成本价要求赔付的。餐厅已将
筷子的赔偿费用退给了顾客。

目前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介入， 记者致电
询问时，对方表示，已接到相关投诉，正在处理。

争议：到底该不该赔偿？赔多少？

对于这个事件，网友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餐厅
太小气，开店做生意，餐具又是易碎品，不应该让顾客
赔偿；也有人说，餐具在非正常使用下摔断，顾客理应
赔偿，但赔偿金额要合理。

究竟该不该赔偿，该赔多少？商家开出的价格是否
合理，有没有依据？

湖南师大法学院讲师张永兵认为， 顾客在餐厅用
餐时摔断餐具，在法律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商家不
要求赔偿的，可免予赔偿。商家如果要求赔偿，双方可
以参考筷子的市场价格、进货凭证和使用磨损等情况，
合理确定赔偿金额。

也有餐饮行业内部人士指出，尽管高档餐厅的餐具成
本可能偏高，但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也应充分关怀消
费者权益，采取灵活的处理方式，避免类似争议的发生。

调查：筷子的“身份”和价格引关注

此事件中，筷子的德国进口货“身份”、高昂售价也
是众多网友关注的重点。

记者先后致电两位醴陵陶瓷行业的资深人士，他
们均表示不了解“德国白瓷”这一瓷器品种。

在网购平台以“德国、进口、白瓷、筷子”为关键词
搜索发现，相关商品的售价在几十元至数百元不等，与
普通筷子相比确实价格较高。其中，也有礼盒装瓷筷子
产品每双售价超70元。

一家销售德国陶瓷筷子的网店里，售价为5双178.6
元。经营者告诉记者，筷子是采用德国高温烧制工艺，
与国内一线工厂合作生产的，产地在广东。

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一根筷子单价上百是否太过
荒谬？筷子被强安上德国国籍也太过滑稽。对于筷子的
德国进口身份和高昂售价，网友们提出了质疑。在当前
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对于商品的来源和价格越来越关
注，商家在销售产品时，应提供透明和真实的信息，避免
误导消费者。同时，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商品时，也应提
高警惕，了解商品的相关信息，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走进衡阳县王船山故居
的湘西草堂， 游客最先关注
的必是门前矗立的两棵柏
树。它们笔直挺拔，撑起了湘
西草堂的气势与风貌。 湘南
民居常说“房前不栽柏”，为

什么船山先生，会在家门口亲手种下这两棵古柏
呢？8月15日，记者来到王船山故居进行了探访。

300余年的古柏，是王船山和儿子亲手种植

走进王船山故居，草堂门口两棵300余年的
柏树尽显古朴。一棵高约16米，一棵高约13米，
一人即可环抱树干。两棵主干上少有蔓延出的枝
丫，树皮坑坑洼洼，纹理间透露着岁月的痕迹，但
其挺拔的身姿却愈显生命力的顽强。据传，这两
棵柏树是王船山曾经隐居于此时，和他的儿子一
起种下。

湘南民居建房有“房前不栽柏，屋后不栽柳”
的习俗，柏树亦有着“坟头树”的称号，被种在门
前常被视为有“一穷二白”的寓意。门前栽种柏树
忌讳如此之多，为何王船山仍选择了将柏树种在
门前？

“在这里种下两棵柏树， 是为了体现王船山
自己的学术思想。”王船山故居导游宋思思介绍，
王船山，即王夫之，是明清之际“四大启蒙思想
家”之一。他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
者，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本体论。

用房前栽柏，抗击当时“唯心主义”

“面对‘房前不栽柏，屋后不栽柳’的唯心说
法，王船山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在屋前种上两
棵柏树，就是王船山贯彻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的
体现。”宋思思说。

宋思思告诉记者：“王船山逝世之前，还向他
的后代立下遗嘱，任何人逝世之后，只允许烧几
丁纸钱，其余的做道场、烧纸屋等所有迷信活动
一律禁止。他的后人到今天还遵循着这个遗嘱。”

但在一些文人专家口中，在门前种下柏树还
有另一层寓意。结合草堂内王船山亲手题写的堂
联“七尺从天乞活埋”，晚年王船山抗清无果，失
意地来到这里隐居，未能救国让王船山哀莫大于
心死，于是将“湘西草堂”视作了自己的坟墓，只
剩一副躯壳行走人间。

王船山故居管理处的主任黄昭亮介绍：“早
年， 附近的乡亲都说王船山先生是文曲星下凡，
都有摘下树枝插在门口避邪的习惯。一代一代过
去，树上留下的那么多小坑小疤，都是乡亲们借
柏树对先生致以敬意的表现。”

300多年来，两棵古柏风雨相伴，默默厮守
着草堂，见证人间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柏树
树龄已高，乡亲们也停止了折枝的行为，由衡阳
市林业局每季度来巡视养护。“两棵柏树如同王
船山先生传世的精神，还将为我们树立更长的时
间。”黄昭亮说。 ■文/视频 通讯员 宋科铖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曾冠霖

8月10日，有网友在浙江
温州的高档餐厅吃晚餐，不慎
摔断了一根筷子，被餐厅索赔
100元，双方陷入赔偿争议。次
日，网友将经历发布在社交账
号后，引发众多关注和讨论。

8月15日，湖南日报报记者就这一事件进
行了跟踪采访。

■文/视频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3D打印“新下巴”，“鸟脸”男孩变帅了

打破习俗，王船山门前种柏抗“唯心”
300余年古树如今挺拔葱郁，撑起了湘西草堂的气势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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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故居古柏。 曾冠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