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家庭这个人情味最浓的地方，法与情的斗争最激烈，也最能折射出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

中国式遗嘱：被打破的期待

1 0 月 2 2 日， 8 3 岁的张兰

（化名）早早起床，赶往西城

区阜外大街的北京市方正公证

处。就在不久前，她作出了可

能是她这辈子最后的重要决

定——— 立下遗嘱。车窗外风景

变换，像极了她的一生：再婚

来 京 、 丈 夫 去 世 、 子 女 争

房……而现在，她要站出来终

结这一切。

1 0月2 0日起，北京市公证

协会免费为8 0岁以上老人办理

遗嘱公证，5天时间里，2000多

位老人像张兰一样走出家门，

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作出最

后的选择。在家庭这个人情味

最浓的地方，法与情的斗争最

激烈，也最能折射出人情社会

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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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学莹 陈晓婉 报道
10月20日起，北京为80岁以上老人免费办理遗嘱公证。图为10月22日，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老人的咨询。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陈晓婉

艰难的决定

下定决心的那一刻，老人的心里往往也有
些没底。要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有时是非常
艰难的

大高个的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主任王士刚这
几天忙坏了。两层楼的办公区人来人往，复印
机热得烫手，遗嘱预约登记台前总有十来位老
人围着，工作人员实在忙不过来，他亲自出马
“站台”接待。

张兰和儿子心事重重地坐在等候区。老人
的儿子告诉记者，母亲来公证遗嘱，是经历了
惨痛的教训的。母亲早年再婚来京，再婚老伴
有3个子女。自己出资为老两口买了现在这套
房。前几年，母亲的再婚老伴去世，写下遗嘱
把房子给老太太。结果那3个子女不认为这份
遗嘱是真的，他替母亲每家补偿给他们3 . 5万
元，三人写了放弃遗产声明。但后来三人又反
悔了，他又每家赔了6 . 5万元。

“买房是我儿子出的钱，每人还赔了10万
元。”说起此事，张兰痛心不已。这一次，老
人吸取了教训，一定要立一份效力最高的公证
遗嘱，百年后把房产留给亲孙子，不让别人染
指。

但是，当下定决心的那一刻，老人们的心
里往往也有些没底。要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
有时是非常艰难的。出于良好意愿立下的遗
嘱，在揭晓的那一刻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纷争？
毕竟，这沉重的嘱托，需要活着的人来实现。

方正公证处副主任马文娟曾经遇到过一位
老人，起初说话未见异样，表示自己立遗嘱是
自愿的，但谈具体遗嘱内容时，他语调开始僵
硬，形同背诵。说着说着，老人哭了：“这些
都是来这里之前子女教好的，并不是我自己的
真心所愿！”

公证员冯爱芳听说过更极端的例子。一位
公证员将老人送出门，告知子女今天没法办，
因为老人不想立遗嘱。令人震惊的是，子女居
然当着公证员的面，立马对老人拳打脚踢。

作出最后的财产安排，老人的心情也是复
杂的。9月23日，记者曾随济南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流动服务队队员井明月、刘洋上门
进行房产登记。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的一位老
太太，将房子以买卖的形式过户给子孙。“这
回，都处理完了，您老放心了！”刘洋对老人
的奉献表示敬佩。老人拄着拐杖，靠着床，在
空荡荡的房间里，豁达却又语带苍凉地说：
“处理完了。就等死了！”

还有一家，也是老太太把房子“卖”给儿
子。老人患有严重的风湿，佝偻着腰，手指变
形无法握笔。井明月问老人陪护在旁的女儿能
否代为签字。这位女儿说：“我当女儿的只管
尽孝，她愿意把房子给谁，是她自己的事，我
不管。”

于是，20年没拿笔的老人准备签字。她站
起来，用膝盖顶住床头柜，不让自己摔倒。拇
指以外的四指已经不能打弯，她就用变形的大
拇指，紧紧地把笔杆扣向自己的手心，用尽全
身力气，一笔一顿、一字一歇地在合同上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写得这么难看，能行吧？”
她忐忑地问房管员。

不再避讳生死

老人对身后纷争越来越多的担忧，跟居民
财产迅速增值有关。遗嘱数量的增加，和房价
猛涨的时间段恰好吻合

身后事，本来是老人忌讳的一个话题，但
现在的老人却不避讳了。

10月23日8点40分，位于西郊民巷73号的中
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接待室门口，就排
了11位老人。这个开张一年的全国第一个遗嘱
库，一年内接待了3 . 8万人预约，1万人咨询，
6000人办理了遗嘱登记。

79岁的山东威海籍老人王老先生一点也不

避讳记者小心翼翼的询问。“生老病死是自然
现象，我家的孩子对我都很好，可财产谁怕多
呀。死后怕他们争起来，不如先安排。”

遗嘱库临窗的一排椅子上，老人们各自安
静地，或等待登记，或誊写遗嘱，脸上挂着虔
诚的神色。空气安静得似乎只会与志愿者的讲
解声产生共振。

一位身穿黑色风衣的高个子男子推门进
来，不少大爷大妈们开始带着兴奋窃窃私语。
来者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调解员协会副会长刘
跃新，他也是北京卫视《第三调解室》的嘉
宾。在场的不少老人都是《第三调解室》等法
制类栏目的忠实观众。正是这些法制节目的宣
传，让老人们站出来，不让电视里的纷争在自
己家里上演。

在刘跃新看来，老人们对身后纷争越来越
多的担忧，跟近年来我国居民财产迅速增值有
关。“一套房子几百万，不是小数目呀。眼下
百姓收入水平不高，继承人很难不看重这笔
钱，很容易心理不平衡。”

在电视栏目和调解员协会里，刘跃新调解
的纠纷绝大多数都是婚姻、继承问题，其中
90%以上涉房，特别是房改房。“当时买房或
是房改，老人拿不出钱，就动员子女出钱，说
谁出钱将来房子归谁。谁能想到当年3万元的
房子，眼下变成300万了。增值的部分，是全
归当年的出钱者呢？还是大家补上这3万，分
享增值收益呢？争议就起来了。”

王士刚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遗嘱数量的
增加，和房价猛涨的时间段恰好吻合。王士刚
1994年做公证管理处处长，他记得，上世纪80
年代，全北京市一年做遗嘱公证的也就二三百
件。90年代变成每年两千件。2000年之后，光
方正公证处一年公证就达五六百件。今年搞了
免费登记的公益活动，估计全市公证数能过万
件。

主动立遗嘱的老人，相当一部分有再婚经
历。“如果夫妻双方之前的婚姻都有孩子，婚
后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家庭关系就复杂了，如
果不将财产分配清楚，很容易起争端。”公证
员冯爱芳介绍。

当下年轻人的“闪婚闪离”也让老年人为
之担忧。在公证处和中华遗嘱库，不乏家有独
生子女的老人来登记遗嘱。工作人员总要反复
确认：“您是要把房子只留给您的孩子还是留
给他们夫妻俩人啊？”得到的回答多数是：只
给孩子一个人，不给别人。

担心昂贵的房产在身后引起子女纷争、担
心不稳定的婚姻让子女受伤害、担心子女不孝
顺自己，越来越多的老人不再避讳生死的话
题，站出来订立遗嘱，想用自己能做出的确定
性，对抗未来的变数。

遗嘱不是黑色的

人们可以用遗嘱来反观人生，传递智慧和
情感。而且遗嘱是可更改的，不一定等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

10月23日，在中华遗嘱库，62岁的贾女士
的选择，让工作人员吃了一惊。

贾女士要把自己的房产留给离了婚的前
夫，而不是儿子和娘家父母。“我前夫是个好
人。我们离婚后，都没再婚。这么大岁数了，
也没必要复婚了。前夫老实巴交的，如果我不
立遗嘱，我死后他肯定争不过我娘家人。北京
房子这么贵，他一辈子也买不起房……”说
着，这位快言快语的女性眼圈红了。

陈凯是中华遗嘱库负责人，也是一位长期
研究继承法的律师。他经常向身边的人灌输这
样一个理念，“遗嘱不是黑色的。它不是冷冰
冰的，它能传递财富，传递爱。”

陈凯说，中国古有遗诏、家训，现在，人
们也可以用遗嘱来反观人生，传递智慧和情
感。而且遗嘱是可以更改的，不一定等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他对外讲课时，常提起戴安娜王
妃的案例。戴妃36岁去世，但她32岁时就立下
遗嘱，将遗产交给信托组织管理，遗产收益由
两个儿子享有，而所有珠宝留给两个未来的儿
媳妇。

这份遗嘱，事后被证明给两个儿子带来巨
大的精神安慰。2011年4月29日，威廉王子结
婚，凯特王妃佩戴着璀璨的珠宝缓步出场，戴
妃以特殊的形式见证了儿子的幸福时刻。

陈凯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去世了，没有留
下遗嘱。事后，他从父亲友人那里听说，父亲
说，最担心的是他们两兄弟，不知俩孩子能否
受得住他走的打击，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些话给他莫大的安慰。

“我当时刚刚进入社会，人生中遇到了很
多困惑。我常常望着天空，希望哪里保存着父
亲的锦囊，告诉我此刻该怎么办。”他说。

30岁出头的时候，儿子还没有出生，陈凯
立下了自己的遗嘱。一口气写了4页。他总结
了自己人生的经验教训，告诉还未出生的儿
子，千万照顾好奶奶，不要跟奶奶疏远。

每天面对带着各种人生故事和智慧的老
人，公证员冯爱芳感到自己从事的是一份天使
般的工作：“无论高官还是乞丐，在你面前，
坦诚地回顾自己的一生。而这一刻，我看到了
人与人之间绝对的信任。”

打破期待，冲突就出现了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子女对父母的财产存
在天然期待，当遗嘱打破了这种期待时，冲突
就开始出现了

老人冒着被子女嫌弃的危险签下遗嘱，本
为了避免纷争，但在公布于世的一刻，却可能
是引爆争吵之时。

10月13日，北京市二中院，齐白石弟子许
麟庐巨额遗产纠纷案终于在经历了两年多时间
的审理后落槌。法院认定遗嘱有效，坊间估价
21亿的遗产由许麟庐妻子王龄文继承，许麟庐
的8位子女等后人不能依“法定继承”继承财
产。提起诉讼的许麟庐三子许化夷表示不服，
要继续上诉。

原本最亲近的母子、兄弟如今对簿公堂，
几步之遥的“原告席”“被告席”成了世界上
最遥远的距离。而就在20年前，许麟庐的老
友、著名画家黄永玉还在《比我老的老头》里
写他们：“我没见过第二个这么温暖甜蜜的家
庭。”大概没人会料到，72幅字画、3把紫砂
壶，把原本的模范家庭变成了同室操戈的角斗
场。

法庭上，遗嘱的真实性往往成为双方争议
的焦点，而这背后，实际上是子女们对财产分
配份额的质疑。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耿昕
分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子女对父母的财
产存在天然期待，理所当然地觉得父母的应该
就是我的。有兄弟姐妹的，大家想当然觉得就
应该平分。当遗嘱打破了这种期待时，冲突开
始出现。”

兄弟姐妹尚且如此，更何况“外人”。从
事遗嘱公证工作24年的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副主
任杨和平，曾因一份“传保安不传子女”的遗
嘱而陷入被动。

杨和平清楚地记得，2005年1月，他接待
了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想把自己的房子留给
小区的保安小张，而不是自己的三个子女。老
太太说，三个子女常年对自己疏于照顾，平时
大事小事全靠保安小张，小张还时常来看看
她，给她做口饭。

“我当时问老人：‘您是想现在就把房子
给小张啊还是想百年之后再给啊？’老人回答
得非常清楚：‘我想现在给，但他不要。’所
以老人就想以遗嘱的形式实现自己的心愿。”
杨和平回忆说。

2010年老人过世，老人的子女出现了，矛
头直指这份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我妈不可
能把房子给外人！”最后，子女出具了老人当
年的病历和依此做出的老人无行为能力的司法
鉴定书，法院予以了认可，将遗产判给了三个
子女。

“如果放在国外，一个中国留学生无欲无
求地照顾当地老人，得到了老人的遗产，大家
会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励志故事，那为什么放在
自己身上就不行？”陈凯对记者说。

2001年轰动国内的“泸州二奶案”，更让

不少法律人多次提起。逝者黄永彬生前立下遗
嘱并经公证，愿将6万元的财产赠给同居5年并
生育一女的“第三者”张学英，但黄妻拒绝分
配财产给张。张两次将黄妻告上法庭，但区、
市两级法院均驳回了张的诉讼请求。

泸州市中院终审驳回的理由是：“公民的
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黄永
彬与张学英在非法同居关系下所立遗嘱是一种
违反公序良俗、破坏社会风气的违法行为，且
该遗嘱虽是黄的真实意思表示，虽形式上合法
但实质赠与财物的内容上存在违法”。

“抛开小三的身份看，如果黄的遗嘱中分
配的确系自己的财产，且意思表示真实，从法
律的角度讲应当尊重遗嘱的法律效力，而不应
该用道德审判代替司法审判，或任由舆论绑架
司法。”耿昕分析。“看得出，我们从人情社
会走向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取得社会共识是一
个艰难的过程。”

北京市公证协会秘书长徐岩说，因为立遗
嘱多半会改变法定继承的继承人范围、继承份
额，面对巨额财产旁落，子女往往对老人的遗
嘱不接受，不执行，同时迁怒公证员。遗嘱公
证的业务量在全市200多种公证业务中占比不
足1%，却在被投诉、复查、承担民事赔偿的
公证业务中占1/3以上，公证风险大，常常被
公证员视为畏途。

达成共识，过程会很漫长

对遗嘱的各种争议，表面上看是情与法的
冲突，实际上是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寻找共识的
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父母的遗产自古就是儿女的！”“我养
了老人，就该得到遗产！”“手心手背都是
肉，为什么给他不给我？”大量遗嘱纠纷中，
质疑合法遗嘱的理由常常听起来“合情合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子承父业，就
像父债子还、杀人偿命一样天经地义。这是过
去的生产方式、家庭结构决定的。”陈凯表
示。

农耕时代的中国家庭是聚居的，无论是大
户人家的“钟鸣鼎食”，还是普通人家的“三
世同堂”，一家人住的是祖宅，是家族共有资
产，不是哪个人的；吃饭在一起，劳动在一
起，财富是共同劳动形成的。没有财产独立，
就不需要遗嘱。

共同生活的好处，是可以互相帮扶，也可
有效抵御家族外的侵犯。在这种制度下，家产
的继承常常以家族领导人更替为标志，房契地
契写的是长子的名字。家里长子管钱，老二老
三干活、领工钱。即便“闹分家”，不久又和
下一代搅在一起。

但是，这样的经济基础正在消失。随着家
庭小型化、核心化，资产登记的完善，特别是
家庭保障走向社会保障，父母的财产中，子女
的贡献已经很少。

“经济独立了，老人就有了自主处理财产
的底气。”陈凯说，这和妇女如果经济不独
立，就无法获得今天的解放，是一个道理。

中国正在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旧
的风俗在打破，新的风俗在产生。“以前朋友
之间借钱，碍于情面，连借条都不打。以前的
子女常常干涉父母再婚，现在这些子女老了，
还会容忍子女干涉自己吗？”他反问说。

陈凯认为，对遗嘱的各种争议，表面上看
是情与法的冲突，实际上是法制现代化过程
中，寻找共识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会很漫
长。他引用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一书
中的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
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他解
释说，“身份”就是伦理角色、社会期待。如
你是父母，就该把给儿女攒家产，给陌生人不
能接受的。而契约，意味着我们是独立的个
体，我的财产，我爱给谁给谁。

陈凯认为，总有一天，“遗产给你是情
分，不给是本分”“你成年了，自己养活自己
吧”这样的话，也能出自中国父母之口。而子
女，能出于平等和尊重，不再紧盯父母的遗
产，而是更关心他们生前的快乐安康。

李可染遗产案：子女告遗孀

1989年12月5日，82岁的国画大师李可染因心
脏病猝然辞世，没有留下遗言，也没有对自己的
财产进行分割，引发了18年后他的亲人之间一场
长达两年的遗产官司。

1991年11月13日，李可染的继承人共同签署
了《李可染遗产继承问题协议书》，核心内容是
保持李可染作品的完整性。但随着李可染作品拍
卖价格的攀升，在2005年和2006年，李可染前妻
苏娥所生4个子女多次向其遗孀邹佩珠提出析产
要求。2007年开庭，历时两年，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李可染的中国画作品108
件、书法作品122件、速写9册、水彩画13件归遗
孀邹佩珠所有。

季羡林遗产案：儿子告北大

对于季羡林的财产风波，早在其在世的时候
就已开始。2008年12月5日，季羡林与儿子季承
冰释前嫌，毁掉2001年与北京大学签订的捐赠协
议，之后留下书面遗嘱：“原来保存在北大图书
馆里的一切书籍文物只是保存而已，我从来没有
说过全部捐赠。”“全权委托我的儿子季承处理
有关我的一切事务。”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病逝。季羡林遗产
案因涉及北京大学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13
年，季承起诉北大返还季羡林遗产案完成立案。

侯耀文遗产案：无休止的纷争

2007年6月，相声大师侯耀文突然去世，此
前对自己的后事从未有过任何安排，没有留下任
何遗嘱。这个疏漏引发了叔侄之间历时三年多、
轰动全国的遗产风波。侯耀文去世后，兄长侯耀
华承担了料理弟弟后事的工作，但侯耀文的女儿
侯瓒和妞妞认为侯耀华和徒弟牛成志、郭晓小侵
占了侯耀文的遗产，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此案纷纷扰扰历时三年多，因各方没有达成
一致意见，导致侯耀文骨灰一直无法安葬。2010
年8月，在法院大力调解下，历时三年的纠纷最
终以调解结案，各方对调解的结果均保持缄默。

（陈晓婉 杨学莹 整理）

遗嘱不明

致名家遗产

纷争频发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陈晓婉

按照《继承法》的规定，遗嘱分为公证遗
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
等五种，其中，公证遗嘱的效力高于其他遗嘱。
据中国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平台收录自全国3300个
公证机构上传的数据，1980年以来经公证办理过
遗嘱数据104 . 2万条。

根据信息库的数据统计，办理遗嘱公证的，
以60岁以上的老人居多，这些老人大多有多个子
女。遗嘱内容90%都会涉及到房产。超过10万件
的遗嘱公证为近几年订立。

据北京市公证协会的数据，北京在平台上的
公证遗嘱有近7万条。这就是说，最多有不到7万
人立下公证遗嘱，占人口比例非常小。目前，北
京的公证遗嘱平台实现了全国跨省查询服务。

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员、上海公证行业公
益服务月发起人之一李辰阳告诉本报记者，上海
2007年最早在全国建立公证遗嘱库，现有近10万
份备案。2013年10月，上海开展为60岁以上老人
免费遗嘱进行保管和80岁以上老人免费遗嘱公
证，2013年预约12000人，实际办理8000多人。

在山东，2013年12月26日，由山东民生社会
养老服务中心和山东公益法律服务中心联合创办
的山东遗嘱库，在济南幸福世家日间照料中心揭
牌启动。至今年8月,上至88岁的老人，下至38岁
的青年，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咨询的近千人，并有
约200人预约办理登记，大大出乎主办者的意
料。

与中国人相比，西方人更愿意及早订立遗
嘱。许多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则在孩子刚出生时就
立好遗嘱，因为遗嘱不仅牵涉到孩子的抚养问
题，还牵涉到复杂的税务问题。瑞典在遗嘱订
立、生效和执行方面的法律体系已很完善，不仅
有《家庭法》《继承法》《税法》等国内法，还
参加了几项解决遗嘱或继承方面法律冲突的国际
条约，从各方面保证遗嘱的效力和执行。

1980年以来我国公证遗嘱

超百万份

公证遗嘱内容

九成涉房产
办理人以60岁以上老人居多

超过10万件为近几年新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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