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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问题最关键

3年多前，当中华遗嘱库在北京
成立时，陈凯想不到，这个旨在为老
年人免费办理遗嘱登记的公益项目会
这么火。

陈凯是中华遗嘱库管理委员会主
任，也是一名律师。谈起设立遗嘱库
的初衷，陈凯说，他希望帮助老年人
做好“身后事”，也想借此呼唤社会
重视遗嘱、关注老年人权利。

“没想到遗嘱登记的需求群体如
此庞大，有的老人甚至专程从新疆坐

飞机来北京登记。”陈凯告诉本报记
者。最初，由于服务能力有限，登记
处每天只能接待 40 个号，很多老人
一大早就到门口排队。这几年，中华
遗嘱库陆续在天津、广东、江苏等省
市设立了登记处，但依然“供不应
求”。截至目前，预约登记人数已达
8 万人，完成登记人数 5 万人，预约
已经排到了今年9月。

“最近，有一名 104 岁的老年人
前来做遗嘱登记。还有些老年人到了
预约时间却没来，工作人员打电话过
去，才被告知老人已经离世了。”陈
凯说。

老年人对待遗嘱的态度正在发生
改变。据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人员反
映，最初来立遗嘱的老人，往往有一
种凄凉的感觉。这两年，整体氛围上
发生很大变化。很多老年人把遗嘱登
记看做一场仪式，当成一件重要的家
庭事务，有的穿得很正式，还有的登
记完成后在现场合影，笑得很开心。

尽管遗嘱登记“一号难求”的景
象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但距离成
为社会共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前
有调查发现，60 岁以上的中国老年
人中，虽然大多认同遗嘱的重要性，
但只有 1%的人付诸行动。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对该市一段时期内审理的
遗产案件统计发现，有73%的案件是
因为没有遗嘱导致的，而有遗嘱的案
件里，超过60%是因遗嘱无效导致纠
纷。

“归根结底还是观念问题。绝大
多数老年人没想过用遗嘱来安排遗
产，一旦处理遗产时没有被继承人的
自主意志，就容易出现争夺遗产的情
况，引起家庭纠纷。”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在全社会宣传遗嘱效力、普及
遗产公正和登记，依然任重道远。

陈凯认为，关于遗嘱的观念有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风险防范，
防止起纠纷；第二阶段是作为一种法
律工具，让个人财富的流向符合自己
的意愿；第三阶段是把立遗嘱当做一
项责任，不给家人添麻烦，不给自己
留遗憾。

相关法规不够用

目前，中国涉及遗嘱的法规，主
要是 1985 年颁布的继承法。在杨立
新看来，30 多年来，继承法的相关
法条亟待修订。几年前，他曾与时任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杨震一同负责

“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课题组”。目
前，他担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
目领导小组继承编课题组总负责人。

“首先，继承法中对于遗嘱部分
的重要性强调不够，把遗嘱继承放在
法定继承之后，不太容易体现遗嘱优
先的效力。”杨立新说。

他同时表示，继承法中列出的 5
种遗嘱形式 （公正遗嘱、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
如今已经不够用了。

“现在很少有人用录音遗嘱了，
那么录像遗嘱有没有效力？电脑打印
出来的遗嘱有没有效力？”杨立新
说，法律应当增加遗嘱形式，让被继
承人有更多的选择。“此外，法律没
有设立遗嘱执行人制度。只有遗嘱，
谁来执行？谁来保管？这些都是法律
要回答的问题。”杨立新说。

杨立新认为，上世纪 80 年代，
逝者往往没有多少遗产，说起来就是
几个盆、几个锅的问题。如今，遗产
上亿上百亿者甚众，涵盖了各种形
态，继承制度就必须相应地跟上需
要。比较而言，国外的继承法常常有
300多条，而中国只有30几条，因此
应该尽可能地进行详细、全面的规
定，满足人们的相关诉求。

其实，继承法本身，留有很多时
代 的 印 记 。 1985 年 继 承 法 颁 布 之
时，相关部门曾发布知识问答称：

“华侨和港澳同胞死后留下的遗产，
是他们生前从事劳动和各种职业所
得，死后由其亲属继承，理所应当受
到法律保护。现在海外有不少人认
为，我们不讲继承，老人死后，财产
归公。继承法的制定和颁布，足以消
除海外同胞、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的
疑虑。”

关于遗嘱“公正优先”的原则，
是目前各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根据继
承法规定，不同的遗嘱存在冲突时，

公正遗嘱优先。但杨立新认为，继承
法制定之初，中国的公正工作刚刚开
始，如此规定能够给公正机构提供更
多的机会。但从国际通行原则来看，
应当以最后一份遗嘱为优先。

“比如，老人在临终前想改变遗
嘱，只有把公正员找过来。一旦出现
意外情况，就丧失了自由处置财产的
意志。”杨立新说。

谈及继承法的修订及完善，陈凯
认为，要做好遗嘱与其他财产管理类
法律法规的衔接，如信托、保险、电
子财产和电子商务等，以提升法律的
前瞻性，为未来 30 年中国人的家庭
生活和财富安排提供支撑。

公益机构太少了

随着遗嘱理念的普及，老年人对
遗嘱公证及登记的需求水涨船高。
2014 年 的 一 份 调 查 显 示 ， 全 国 近
3000 家公证处的遗产继承公证量呈
逐年递增趋势。

与此同时，类似中华遗嘱库这样
的第三方机构也应运而生。在四川、
广东、吉林、深圳等省市，公益性质
的遗嘱库受到了老年人的青睐。

陈凯介绍，为保证遗嘱的合法性
和保密性，遗嘱库为登记人提供了数
十种免费的遗嘱范本，登记现场全程
有录像和拍照，并对文件进行严格的
密封保管。近年来，遗嘱库还引入了
精神状况评估，确保遗嘱真实有效。

“从2014年开始，陆续有在库登
记的老人去世，我们通知家属领取遗
嘱，并做一些调解。其中有十几例调
解不成、当事人向法院诉讼的案例。
法院向遗嘱库调查取证后，很快判决
遗嘱真实合法有效。”陈凯说，作为
第三方，遗嘱库可以向法院提供完整
证据，帮助法院认定遗嘱的真实性，
在维护亲情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杨立新认同第三方机构在遗嘱登
记方面的积极意义。但他同时指出，
现在类似机构规模太小，一旦出现当
事人在预约等待期间过世的情况，机
构就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事实上，从事遗嘱登记管理的机
构一直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杨立新
举例说，曾有律师事务所帮助客户进
行遗嘱见证。按法律规定应有两个见
证人，但律所只安排了一人。老人去
世后，继承人就此起诉，法院判决遗
嘱无效，律所赔偿损失。“再比如，
有的人在网上开通了遗嘱网，给别人
保 管 遗 嘱 。 万 一 数 据 丢 失 了 怎 么
办？”杨立新说。

陈凯曾在工作中遇到过 5、6 起
子女胁迫老年人立遗嘱的案例。所幸
遗嘱库规定家属不能陪同老人进行登
记，而工作人员在与老人的谈话中发
现并及时中止了登记流程。但陈凯担
心，如果没有完善的遗嘱登记制度，
很难断定老人的遗嘱是否出于自愿。

对此，接受采访的专家和业内人
士表示，应形成和制定一套完整的标
准，并逐步建立和完善遗嘱登记制度。

谈及未来的规划，陈凯表示，除
了提升服务供给能力外，也希望建立
与政府部门的信息互联机制，打破遗
嘱库“信息孤岛”的现状。例如，与
公安机关的死亡人口信息匹配，在被
继承人去世后及时发现，并通知继承
人领取遗嘱。

与此同时，从去年9月开始，中
华遗嘱库授权相关机构提供市场化服
务，向年轻人以及公益服务不能、不
适合服务的人群提供商业性服务，从
而为公益事业反哺资金，形成造血机
制。

“家庭既要用道德和观念来管
理，也需要用法律工具来约束。在推
动遗嘱理念和社会稳定方面，希望有
更多力量参与其中。”陈凯说。

遗嘱普及有多远？
本报记者 刘 峣本报记者 刘 峣

76岁的北京人老韩，身体还不错。最近，他打算立一份遗嘱，把自己的财

产分给3个子女。“以前想不通，现在想开了。趁脑子还清楚，把后事安排好，

省得以后起争执，我和孩子们都放心。”

老韩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由遗产继承纠纷引发的法律“拉锯

战”频现。从国学泰斗到著名画家，从寻常百姓到亿万富翁，遗产纠纷带来巨

大波澜。

由于文化禁忌等原因，中国人不爱立遗嘱。然而，随着个人财富的增加，

遗嘱的意义及价值日益凸显。围绕遗嘱的讨论及争议持续发酵，中国人对遗

嘱的观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古代汉语里，遗嘱又作“遗属”“遗书”“遗言”等，其含义
要比现代民法中作为专门法律术语的“遗嘱”泛得多，一般可理解
为死者生前预留给后人的一种嘱咐，其内容既包括对遗产的处分，
又包括王位、家长权、祭祀权等身份行为的承受和义务的指定，还
包括遗嘱人对死后丧葬示事宜的安排等。

东汉赵哗所撰《吴越春秋》记大禹晚年，叹惜老之将至，乃嘱
咐群臣：“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掉桐棺，穿扩七尺，下无
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这可视为传说中最早的遗嘱。而
具备近代法律意义，涉及财产权利的遗嘱最早在中国出现于何时，
目前尚难考证。有学者认为，典型的遗嘱继承汉代已出现。

到了唐宋时期，唐宋法律均承认遗嘱继承的有效。依唐丧葬
令，遗嘱继承不得剥夺配偶、子嗣的继承权。南宋时，遗嘱继承的
范围进一步缩窄。遗嘱继承失去了法律依据，法定继承遂成财产继
承的唯一途径。不过，遗嘱继承并未因此绝迹，只要遗嘱不违背伦
理和法律的精神，官府一般也承认其效力。

到了清代社会，法定继承始终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遗嘱继承
是一种补充形式，或者是与法定继承并用的一种辅助形式，在保证
法定继承人的主要权利的前提下，对部分遗产做出特别处分。

法定继承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居于垄断地位，与中国家
庭制度的持久坚固有着最直接的关联。由于中国人血亲观念非常
重，因此每个家庭都忌讳自己身后门户灭绝。出于把家庭门户传继
下去的本能愿望，多数中国人所谓的分家其实就是一个“传家”的
过程——通过家产的传承把家庭门户传延下去。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财产继承基本沿袭着这样的文化习
惯。父母往往只是把自己看做家产的管理者而非占有者。所以，中
国老人去世前很少立纸质的遗嘱，常见的场景是老人会把儿子女儿
叫到床前，一一嘱咐，兄弟之间要如何和睦，如何把这个家延续下
去等。

西方的遗产继承和中国在源头上就明显不同。在西方，类似中
国商周时期的分封制一直持续到了十四五世纪，这些封建领主把权
力和财产集中在一起。他们去世前会从诸多儿子中挑一个人（这个
人往往是长子）来继承权力和财产，世袭传代。到了近代工业社会
后，家长更是把家产看成自己一个人的财产，完全按自己意愿来处
理。为了防止子女因争夺财产产生矛盾，纸质遗嘱因而出现。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自古是人情社会，同时正在进入一个关键
的社会转型阶段。对此，我们正在通过建立中华遗嘱库、办理遗嘱
公证、在民法通则中完善遗产保护等制度来进行探索。我们相信，
我们会找到一个负责任的、完善的方法来传递财富。

前 世 今 生

中国遗嘱观念的变迁
彭训文

根据资料，现存世界上考古发现的最早遗
嘱是一个埃及人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立下的。
从那时到现在，4500多年过去了，立遗嘱在西
方国家已相当普遍。

遗嘱继承制度详尽

国外遗嘱继承制度现已较为详尽，对遗嘱
能力、遗嘱有效形式、遗嘱撤销和变更、遗嘱
执行等都有明确规定。

在瑞典，遗嘱订立、生效和执行方面的法律
体系已颇为完善，包括《家庭法》《继承法》《税法》
等，从各方面保证遗嘱的效力和执行。瑞典对立
遗嘱的规定非常详细，比如要求立遗嘱者需年满
18岁，而且要以书面形式订立，并有两名或两名
以上的见证人。虽然法律也允许在紧急情况下以
变通方式立遗嘱，例如订立口头遗嘱或者无人在
场的情况下亲笔书写并签署遗嘱，但同时规定，
如果在 3 个月内，可以以正常方式订立遗嘱，那
么非常情况下的遗嘱则属无效。

对遗嘱执行人资格审定方面，各国法律也
有详细规定：法国法律规定，负担债务的人不
能成为遗嘱执行人，且未成年人也不能成为遗
嘱执行人；德国法律规定，无行为能力人和限
制行为能力人不能担任遗嘱执行人，存有心理
疾患或其他在身体和精神上有残疾的成年人，
即使在法院为其选任了照管人的情况下也不得
担任遗嘱执行人。

遗产信托应用广泛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信托的运用十分广
泛，遗产信托是最具有普适性的一种。

通常意义上，遗产信托制度是指立遗嘱
人在遗嘱中写明将其全部或部分财产，在死
亡后信托于受托人，由受托人依立遗嘱人的
意愿，为遗嘱中所定受益人管理及处分信托
财产。

遗产信托中有三方当事人——委托人、
受托人和受益人，每一方当事人在各自的立
场上享受权利或履行义务。委托人除需对信
托 财 产 承 担 瑕 疵 担 保 责 任 外 ， 更 多 的 是 权
利。例如，他对于受托人怎样管理遗产，将
信托利益以何等条件交付给何人等具有至高
无上的决定权，甚至有权规定限制受益人配
偶的宗教信仰，有权约定受托人或受益人的
义务等等；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法定所有
权，同时享有经营管理信托财产的权利以及
因经营管理信托财产而接受报酬的权利。受
托人的义务由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其宗
旨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受益人的利益；受益人
享 有 依 照 委 托 人 的 约 定 接 受 信 托 利 益 的 权
利，如果委托人对其接受利益赋予一定的义
务，受益人需履行该约定的义务。

美国的家庭及个人财产规划，从理财、节
税到整体财产分配及继承，多由专业财税顾问

结合会计师及律师共同规划，遗产信托成为美
国人遗产规划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英国，老
人可以将财产委托给信托基金管理，并按自己
的愿望使用或处理。比如，英国戴安娜王妃将
财产进行遗产信托，使两位王子在满30岁时都
能得到1000万英镑遗产。

公共服务引导到位

据报道，遗产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日本社会
的一个热门话题，老年人希望通过立遗嘱解决
身后事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因此，遗嘱指南类
书籍在日本很流行，在东京最大的书店之一八
重洲书本中心，与遗嘱有关的图书就有 100 多
种。除了关于立遗嘱的书外，日本还有一份

《遗产时报》，专门帮老人解决遗产问题。日本
的报刊也常常会开设一些专栏，由律师提供关
于遗嘱的法律知识。

而在法国，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及相关机构
的服务做得很到位。他们的网站上都有很多关
于遗嘱的实用信息，对于遗嘱如何订立解释得
简单明了。公民想了解跟遗嘱有关的事情，只
需上网搜一下就可以搞得很清楚。在法国，年
满16周岁、精神正常的人，都可以立遗嘱。法
国人立遗嘱主要有 3 种形式：自书遗嘱、公证
遗嘱和密封遗嘱，当然，不管采用哪种形式，
为了防止遗嘱丢失，法国人一般都把它放到公
证处并登记入案。

他 山 之 石他 山 之 石

2016年3月8日，申请人在广东遗嘱库内领取遗嘱证。
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摄

2013年9月，一名老年人在上海市某公证处进行遗产登记预约。 中新社记者 袁 婧摄

外国人如何立遗嘱
王 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