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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与两个女子“结婚”
一份徐州市派出所的户口登记

表和三份徐州市两级法院的判决
书，透露了成老先生两个家的秘密。
早在!"#"年，成先生就在老家

与兰女士结婚。两年后，长女小华出
生，这一年成先生考入大学。!"$%年
成先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工作。
这期间，远在徐州老家的发妻并不
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爱上了大学
同学郑女士。

&"$'年初，成先生曾向徐州市
法院起诉与兰女士离婚被驳回，成
先生继而上诉及再审。经二审和再
审程序，徐州市中级法院最后终审
判决维持原审判决。翌年(月，离婚
未果的成先生断然与郑女士在上海
登记结婚，先后生育了女儿小伦和
小伟。而匪夷所思的是，成先生每遇
出差或逢年过节都会返乡探亲，与
兰女士继续保持夫妻生活，还生下
了小儿子小鹏。而在老家长大的一
子一女也常常到上海看望父亲。两
个家长期密切来往，和睦相处。

围绕遗产两家打起官司
)**+年!,月，成老先生在上海

去世。后事料理甫毕，围绕着成老先

生留下的房产和抚恤金，两家人接
连在徐汇区法院打了好几场官司。
郑女士和她的一子一女声称，成老
先生病重时在医院立下代书遗嘱一
份，遗嘱主要内容为：“我和我的妻
子系大学时代的同学，自主婚姻，两
处产权房系我们夫妻共同财产，我
完全自愿将上述两处产权房中属于
我个人所有的那份处分给我的妻子
继承。”
作为原告，兰老太和女儿小华、

儿子小鹏诉称：被继承人成先生在
原来的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

被告郑女士在上海骗取了结婚登
记，还生育两个子女，这是重婚行
为。所谓的遗嘱将个人房产处分给
与其非法同居的被告继承，侵害了
合法配偶的正当权益，该遗嘱应认
定为无效。被继承人在沪工作生活
以后，他的结发妻子长期在老家照
顾公、婆，抚养子女，按照法律规定，
作为妻子可先析出一半份额，剩余
份额则按法定继承处理。另成先生
死亡后其单位给付抚恤金&%--*.$*

元，由被告领取，因该款是被继承人
单位给其亲属的，不属一个人，要求

共同分割。
法庭上，被告郑女士辩称，自己

与成先生是合法的婚姻关系，正因
为此，才先后分得两处房屋，后由公
房买下产权。由于分房时没有原告
的份额，更何况原告未对被继承人
履行赡养和照顾义务，故不同意原
告的诉请。出于情理，最多可以给原
告$万元。同样作为被告，郑女士的
子女则表示，自己作为购房时的成
年同住人，对上述两处房屋均不放
弃各自应有的共有产权份额。至于
抚恤金，由于该款并非遗产，且父亲

生病住院期间用去大量医药费，故
不同意分割。

无效婚姻不受法律保护
法院认为，成先生在原婚姻关

系未被依法解除的情况下，与被告
登记结婚，虽然办理了婚姻登记手
续，但其行为是我国婚姻法禁止的
重婚行为，无效婚姻不受法律保护。
双方尽管共同生活并生育了两个女
儿，但仅是同居关系。成先生所立的
代书遗嘱，其中一部分侵害了其他
共有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遗嘱中
侵害他人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应认
定为无效。遗嘱将其个人所有的房
产处分给与其重婚者，则是一种违
反婚姻法禁止性规定和社会道德规
范及公序良俗的行为，遗嘱的这部
分内容也应认定为无效。鉴于被告
已分别在系争的两处房屋中实际居
住使用了多年，房屋可由被告分得，
被告则应给付一定的价款。抚恤金
是死者单位给予病故职员家属的安
慰和物质帮助，家属均有权取得。考
虑到原告长期不与死者共同生活，
被告可适当多分。
据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文

中人物为化名"

记者 袁玮 特约通讯员 侯荣康

老先生徐州上海两个家引发遗产纠纷
两妻子四子女为房产连连对簿公堂

年逾八旬的成老先生驾
鹤西归。此前，人们只知道成
老先生饱读诗书，家庭和睦，
没想到成老先生身后，他的两
位妻子及四个子女为了房产
和抚恤金，连连对簿公堂。日
前，徐汇区法院作出判决，被
告成先生的第二位“妻子”给
付原告成先生的原配及两位
子女析产和继承款10.5万
元，给付抚恤金各27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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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通讯员 黄丹 记者 宋宁华）
背负近 $万元债务的“老赖”邹某，一直东躲
西藏拒不履行。不料，一次违章停车，却让社
区民警逮个正着。通过全市协助执行机制，
邹某最终被执行法官“捉拿归案”。

邹某一直从事收购废纸的生意，因经营
不善，其经营的上海龙恩商务有限公司欠下
了上海驰程纸业有限公司近 $万元债务。驰
程公司几经催讨无果，将龙恩公司诉至浦东
法院，要求其归还 /."万余元及相关利息，获
得了法院的支持。
之后，邹某一直躲着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现在我经济比较困难，一次性很难还清，可
不可以与驰程公司和解，少一点，再让我分期
还款？”邹某向执行法官请求。在执行法官的
协调下，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书：邹某每月向
驰程公司支付 &$**元，%个月后，再一次性
付清 -.&万元。然而，“老谋深算”的邹某连前
面的分期付款都没付清就销声匿迹了。为此，
执行法官向浦东新区公安分局发出协助查控
函，只要邹某一现身，便可将其“捉拿”。

一天晚上，邹某将朋友的小汽车随意停
在卢湾区的一条小路路口，正好遇到社区民
警巡检。神色慌张的邹某立即引起了民警的
怀疑，民警要求其出示身份证。在检查的过
程中，民警发现邹某竟然是法院“通缉”的一
名被执行人，于是赶紧联系了执行法官。

据统计，今年以来，通过公安等相关部
门的协助，浦东法院执行局实现了对 &-$人
的限制出境，对 -'人实现了查控，执结标的
近 ,***万余元。

老人财产留给保姆
亲属质疑遗书真伪

法官抽丝剥茧还原事实真相

! ! ! !“我现在唯一的亲人就是阿姨小琴，
我的东西全部由她来继承……”离休干部
陆老太留下的一纸遗书，引发了一场遗产
争夺诉讼。在亲人和保姆之间，老人选择
将财产留给后者，其间有什么原因，是否
如亲属所言老人书写遗嘱时已经患老年
痴呆症了？日前，随着上海一中院终审判
决的一声法槌，是非真假终见分晓。

亲戚接管财物后态度冷淡
陆老太出生于 &",-年，一生没有婚

嫁。晚年时的陆老太独自一人生活，除了
同父异母姐姐的儿孙一家亲戚，身边已无
至亲。陆老太有两处房产，离休后虽然经
济上无忧，但由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陆
老太对自己日后的养老生活不无担忧。

就在此时，外甥陈华主动提出愿意照
顾她。有亲戚一家可以作为依靠，陆老太
深感欣慰，便接受了外甥的建议，还将陈
华的户籍迁至自己在瑞金二路的住房中，
并把陈华两个女儿陈燕、陈霞的名字都加
进了另一处位于浦东新区的房产产证上。
因为自己行动不便，陆老太索性把工资
卡、房产证、存折、身份证、户口簿等重要
文件单据都交给了外甥陈华和外甥孙女
陈燕，工资也委托陈燕去领取。

本想着从此能够安度晚年生活，谁知
财物被“接管”以后，陆老太感到这些亲戚
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老人不仅没有如
愿体会到来自外甥一家的亲情温暖，还动
辄遭受孙辈的数落，心中颇感不是滋味。

老人带着保姆住进养老院
,**%年生病住院期间，陆老太和单位

同事商量后，决定把工资卡从陈燕那里要
回，交给单位保管。次年 ,月出院后，陆老
太带着照顾自己两年多的保姆小琴一同

住进了养老院。
在先后换了几任保姆之后，陆老太从

小琴身上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在陆老太
病重住院期间，小琴始终不离不弃，无微
不至地照料她。相比之下，陆老太更感到
自家亲戚的功利和冷漠，暗自决定重新安
排自己的身后事。

,**(年 (月 ,*日，陆老太写下遗书，
明确表示要认小琴为自己的孙女，并将自
己享有的浦东新区房产的三分之一产权
和其余财产都留给小琴。-个月后，陆老太
找来律师对自己写下的遗书进行见证。在
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陆老太多次因病进
出医院，直至 ,*&&年 &月去世。陆老太病
故后，保姆小琴拿着遗书要求陈燕和陈霞
执行遗嘱，将浦东新区房产的三分之一产
权转至自己名下，却遭到拒绝。今年 ,月，
小琴将陈燕姐妹告上法庭。法院一审判决
支持小琴的诉讼请求。陈燕姐妹不服，上
诉到了上海一中院。

律师见证老太神志清晰
陈燕姐妹上诉时提出了两点异议，一

是遗嘱是小琴伪造，并非陆老太真实意思
表示；二是见证律师并没有亲眼目睹陆老
太书写遗嘱。在审理中，陈燕姐妹还提出
陆老太年迈患病，意识并不清晰。

法官仔细研究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
发现，虽然陆老太书写遗嘱时见证律师并
没有在场，但之后律师又两次到养老院制
作补充见证笔录，其中对遗书中关键内容
一一进行了核实。而见证律师也曾到庭，
向法庭证实陆老太当时能够阅读英文报
纸，神志清楚对答自如。律师向法庭陈述
时提到，针对律师提出的为何财产不留给
亲戚而留给保姆的问题，老太明确回答因
为亲戚未尽赡养义务。

从环环相扣的证据中，法官对陆老太
将自己的财产留给保姆的整个经过的事
实真相有了判断。,*&&年 &*月 "日，一中
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通讯员 敖颖婕 本报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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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通讯
员 严爱华 记者
徐轶汝）原本是债
权人的朱某，为讨
要工资款强行扣押
他人轿车，在法院
判决归还车辆后又
拒不执行，最终“赔
了夫人又折兵”。日
前，法院对这起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
案作出判决，判处
被告人朱某拘役$

个月，缓刑$个月。
河南来沪务工

人员朱某在奉贤打
工已有好几年，成
了一名包工头。
,**$年初，朱某经
人介绍认识了转包
工头马某，并从其
手中分包到一项木
工活。朱某带手下工人花了近半年
时间完工后，找马某结算-*多万
元的工资款，却无法联系上对方。
于是他便找承包方讨要这笔钱，
却得知马某早已和承包方结清工
程款，其中包括朱某的工资款。

,**%年&月,-日，朱某带着一
帮工人堵在工地门口讨工资。当
承包方负责人的妻子倪某驾车到
现场时，朱某与工人们强行将车
辆扣留，要求承包方拿钱换车。
该车的所有者倪某一纸诉状

将朱某告上奉贤区法院，要求朱
某归还被其非法扣留的轿车。法
庭上朱某辩称，扣押原告车辆是
因其丈夫没有付清工资款，要求
法院一并解决原告的丈夫拖欠工
资款的问题。法院审理后认为，朱
某以原告丈夫尚欠工资为由非法
扣押车辆，显属违法，判决朱某于
本判决生效后&*日内返还车辆。
朱某对此判决不甘心，扣着车就
是不还。当倪某向法院申请执行
时，朱某还立即将车转移到外地，
并以$万元的超低价卖给他人。

最终，法院以朱某涉嫌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上海市公
安局奉贤分局。朱某被公安机关
立案后取保候审，该车辆由公安
机关查获即发还给倪某。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解放日报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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