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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莹

如果突然提起“遗嘱”二字，你会忌
讳、回避还是坦然面对呢？2013年，中
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与北京阳光老年
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中华遗嘱库”公益
项目，数据显示，十年来，我国立遗嘱人
群的平均年龄已从77.43岁降至68.13
岁，立遗嘱人越来越趋向年轻化。在总
数超过25万份的遗嘱中，更有1787份来
自“90后”、357份来自“00后”。在此背
景下，10月29日，第四届遗嘱与遗产继
承论坛在北京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
是“数字遗产的继承和管理”。显然，随
着立遗嘱人日益年轻化，遗产的内容和
传承方式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马博是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
主任，过去七年时间，她从一名法务顾问
做起，伴随着天津服务中心一起成长，见
证了公众“生命观”的转变和个人权益保
护意识的提升。在她看来，立遗嘱并不
是人生走到终点时的告别，而是人们重
新审视过往，对自己财富、事业、情感进
行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立遗嘱群体年轻化
马博刚到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遗嘱库”）工作的时候，人们还
不太能接受“遗嘱”这样的字眼，好像这并
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事物，人们对它
有种种忌讳。前来咨询的市民，更是“遮遮
掩掩”“小心翼翼”，如果发现前台有其他陌
生人，很可能就此打道回府，择日再来。
“你能想象到吗？如今，10月底成

功预约登记的市民，要排期到明年5月
才能真正办理遗嘱。”马博告诉记者，遗
嘱登记突然出现增长是从2010年开始
的，此后便越来越“热”。“一般每年农历
正月都是我们比较轻松的时间，许多老
人忌讳在正月讨论这类问题。但是今年
农历正月初七，春节假期过后上班的第
一天，中心的预约就已经排满了。”

近年来，马博能明显感觉到遗嘱已
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80后”“90后”甚至“00后”，也开
始有立遗嘱的需求，并且在不断增长。
正式订立遗嘱之前，马博都要先跟申请
人进行面谈或线上咨询，了解对方的基
本情况和需求。交流中，她发现一些年
轻人会受社会热点事件的影响，提高财
产规划、预防意外的意识，尤其是新冠疫
情发生后，许多人会提到“无法确定明天
和意外哪个先来”，不如提前立一份遗
嘱。在订立遗嘱的年轻人中，所从事的
职业也相对较为集中。比如医护人员，

他们每天都会看到各种意外的发生，再
加上本身工作强度高、压力大，更倾向于
提早订立遗嘱。此外，还有一些从事导
游的年轻人，一年中大半时间在外面到
处跑，他们订立遗嘱的意愿也很强。
“当然，中老年人仍然是订立遗嘱群

体的主力。”马博介绍说，但仔细分析他
们的年龄构成会发现，目前，50岁至70
岁人群的占比在80%以上，年轻化的趋
势非常明显。这是观念的进步，也是多
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
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中单
身或者丁克家庭越来越多，加上不少年
轻人去其他城市或者到海外发展，空巢
老人也逐渐增多，这些都是促使公众开
始关注遗嘱订立的因素。”马博分析说。

同时，在遗嘱的内容和继承人的选
择上，年轻人和老年人也有很大的不
同。老年人更多地是想把自己多年奋斗
积累的存款、房产等留给子女和孙辈；年
轻人虽然积累的财富不多，但包罗万象，
涉及的继承人范围则更广。“大多数年轻
人会把主要财产留给父母，以报答他们
的养育之恩。除此之外的内容往往会
‘天马行空’，甚至有人会特别提到要把
某款网络游戏的账号送给哪位朋友。”马
博说，“这些转变，也在督促我们不断探
索，更好地帮助百姓做好物质和精神财
富的传承。”

在这里感受人间冷暖
来到遗嘱库做咨询的人往往会有这

样的开场白——“我们家的事儿，你可能
想象不到”。但实际上，这些年的工作经
历，早已让马博看尽世间百态。用她的
话说，这几年自己听到、看到了太多家庭
的幸福与不幸，提前感受了许多人几辈
子才能经历的人生。

去年，马博接待了一位老先生。老
人终身未婚，把晚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
侄子身上，甚至卖掉两套房子，把全部家
当都交到了侄子的手里。可是当老人生
病之后，还是被侄子直接“扔”到了养老
院。幸运的是，尽管条件有限，养老院的
院长还是尽心照顾老人，带他治好了
病。康复之后，老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到
遗嘱库订立遗嘱，把最后的积蓄留给那
位院长，以感谢他对自己的照顾，同时也
把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了他。

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老人，辛辛苦
苦忙活了一辈子，人到晚年却舍不得享
受自己创造的财富，有些子女甚至形成

了“父母的就是我的”这种观念，钱给少
了、给晚了，都会与父母闹矛盾。马博对
记者说：“站在我的角度来说，老人还是
要把经济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方
面是一种自我保护，另一方面要让后辈
明白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奋斗，这也是家
庭和睦、幸福的重要因素。”

马博告诉记者，中华遗嘱库的宗旨
是“解后顾之忧，传和谐家风”，但在刚入
职的时候，她对这后半句话并不太理
解。作为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必要流
程之一，被继承人都要在现场录制一段
名为“幸福留言”的视频，在聆听了一段
段发自肺腑的嘱托后，马博也体会到了
“传和谐家风”几个字的真意。

今年8月，钟华（化名）女士来到遗
嘱库订立遗嘱，陪伴她的是继子马先生，
这样的组合并不多见。钟女士自己没有
子女，50多岁时和老伴儿结婚，对方的
三个孩子都已经成人。此后的20年里，
她用心照顾老伴儿，孩子们也对她尊敬
有礼。老伴儿去世后，单位给了钟女士
和三个孩子12万元抚恤金，但是孩子们
没有拿自己的那份，全都留给了钟女
士。“他们跟我说，以后的日子还长，钱就
您留着！当时，我是真的没想到。”钟女
士告诉记者，“立遗嘱的时候，我才知道
还要录‘幸福留言’，坐在那里回想这些
年，我特别知足，也很感恩。想要说的有
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想嘱咐他们兄妹
要相亲相爱，勤俭持家。钱财是身外之
物，但大爱是可以留在人间的。孩子们
很孝顺，把孙辈也教育得很好，希望他们
也都有幸福的晚年。”对于钟女士把遗产
留给自己这件事，马先生也感到很意
外。他对记者表示：照顾好继母，是自己
对父亲的一份承诺，也是对她辛勤付出
的回报，更是对子女的言传身教；而这份
遗嘱代表了老人家对我们这些晚辈的认
可，情感的意义重于金钱。

过去，人们都认为遗嘱侧重于对财物
进行具体安排，缺乏情感上的交流。但
是，现在中华遗嘱库延伸出的“幸福留言”
等一系列情感服务，弥补了这一不足。“在
录制视频的时候，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表达
最真挚的情感、最殷切的叮咛，传递爱与
温暖。”马博说，“有了这一层情感的寄托，
也更让我感觉自己责任重大。”

从“人情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
78岁的张先生身体一直很好，两个

儿女也非常孝顺。去年底，他主动跟孩

子们提起订立遗嘱的事情，让孩子们吃
了一惊。“我跟两个孩子说要立遗嘱的时
候，他们兄妹俩吓了一跳，以为我身体有
什么不适，瞒着他们了。”张先生笑着告
诉记者，“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岁数大
了，趁自己头脑还清楚，把财产的分配
‘落听’了，我也就放心了。”为了这件事，
张先生还特意咨询过律师。“当时，律师
告诉我，去遗嘱库订立遗嘱具有法律效
力，比我自己拿张纸写几句话管用多
了。如果将来在继承方面有纠纷，我的
遗嘱一定是最优先被考虑的。他这么一
说，我决定一定得办，一方面让孩子省
心，同时也避免了产生纠纷的可能。”

在订立遗嘱之前，张先生接受了专
业的精神评估：“进行评估的人当时问了
我好几个问题，其中有一道题：让我从
100往下连续减去7，持续报数。第一次
因为紧张我还算错了，第二次才过关。工
作人员告诉我，这并不是故意为难我，而
是为了证明我的智力水平和精神水平都
没有问题，确保遗嘱的法律效力更强。”一
遍流程下来，张先生更加肯定了自己的选
择，他对记者说：“没想到自己老了也赶了
回‘时髦’，用上了‘法律武器’。感觉挺
好，公平公正、安心放心。”

其实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觉得订
立遗嘱是专属于“有钱人”和“多子女”家
庭的服务，或者只有重组家庭才会有需
求。“不可否认，对许多离异和再婚人士
来说，订立遗嘱情况比较常见。但现实
中，因没有立遗嘱而导致独生子女遇到
继承类法律问题的情况已越来越多。”马
博表示，特别是有些老人的资产种类很
多，子女在老人故去多年后才发现，长辈
还有部分银行存款或者股票等资产被遗
漏了，此时再想取出，可能手续会更加繁
琐。“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子女往往要付
出大量的时间成本。”

前不久，遗嘱库接待了一个“老年
团”。马博介绍说，她也是第一次遇到组
团来遗嘱库咨询的老人。“那天相约一起
来咨询的是几位刚退休的老人，这几位
好友经常一起结伴旅行。今年‘五一’前
后，他们的一个朋友在旅途中突发心脏
病而意外去世了。大家看到去世老人的
孩子强忍悲痛，还要到处奔波处理老人
的身后事，觉得特别心疼。于是决定提
前订立遗嘱，尽量替子女省去麻烦。”

利用法律维护自己对财产的自主权，
未雨绸缪，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
一个个身边的例子，不仅体现出公众对订
立遗嘱观念的变化，也折射出我国从“人
情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可能因个
人成长和家庭环境的不同，在一些人看来
遗嘱并非生活的必需品，但人们会尊重他
人的选择，对生死的态度也更加理性。

马博坦言，三年前，自己33岁的时
候，就订立了一份遗嘱。那段时间，她
正好在孕期，又赶上了新冠疫情，各种
压力叠加在一起，让她时常担心自己的
身体状况，所以会思虑很多。马博回忆
说，当自己坐在办公桌前签订文件、录
制视频的时候，感觉那是自己对过去人
生相当郑重的一次全面回顾和总结，签
下名字的那一刻更成为今后生活新的
起点。

让马博感到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和她抱有同样的观点，选择直面
这堂“生死课”，不再把遗嘱当成人生的
终点，而是借这个机会回望过去的人生
旅程，感受生命的意义。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遗嘱当成人生的终点，而是借立遗嘱这个机会回望过去
的人生旅程，感受生命的意义

他们选择直面这堂“生死课”

立遗嘱人录制“幸福留言”。

到中华遗嘱库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