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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琳 王倩 高峰 何晓燕

昨天下午 2 点半，一男一女先后走进上城法
院11号法庭。

两人是夫妻。妻子姓张，36 岁，长发披肩、妆
容精致，穿高跟鞋；丈夫姓胡，45 岁，穿夹克大衣、
西装裤，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我要离婚。”张女士在原告席上坐定，语气
平静。她说，自己和丈夫结婚 6 年，因为性格不
合导致感情破裂，已经无法在一起继续生活了，
她没有其他要求，只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儿子
从小到大都和我在一起生活，我不可能让他离
开我。”

胡先生声音沙哑，他对离婚没有异议，但提到
5 岁儿子的抚养权，态度同样坚决：“孩子从小跟
着爷爷奶奶，户口也在杭州，连学区房都给他准备
好了，留在这里，对他成长更有利。”

两人针锋相对，都不肯让步。法官建议他们
先说说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据张女士自述，她老家东北，学历虽然不高，但
婚前靠自己拼搏在北京创办了公司，在繁华地段买
了两栋高档公寓，光是出租房屋的收益就足够支撑一
家人的开销，更别提还有份年薪近20万元的工作。

胡先生的条件也不差，他在国企单位任中层
领导，家里有房有车，年薪也有十来万。

“孩子需要的不只是钱，还有爱。”张女士一直
盯着桌面，没有抬头看丈夫一眼。她说，之所以会
走到离婚这一步，都是因为胡先生三天两头不回
家，孩子跟爸爸在一起的时间，掰着指头都数得过
来。

孩子 7 个月大时，因为受不了胡先生时常在
外与异性交际应酬，张女士独自带着儿子回了东

北老家；后来，孩子慢慢长大，总问她爸爸在哪，她
便抱着“为了孩子，给老公一次机会”的念头，又来
到杭州。

可惜好景不长，住了一个多星期，张女士发现
胡先生还是和以前一样，整天见不着人。

而其间发生的一件事，让她最终下定决心离
婚——“儿子对父亲依赖很强烈，总是讨好爸爸，
希望他多看自己一眼。有一次他抱着爸爸大腿说
陪他玩会，可爸爸骗他说要出去给他买糖吃，孩子
一迟疑，爸爸关了门就走。当时才 3 岁的孩子啊，
在房里号啕大哭，问我要爸爸。”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属实，张女士当庭播放了
一段手机录音。

录音时长约 50 秒，内容是她和儿子的对话
——

“宝宝，如果妈妈走了，你也要乖乖的，我们都
爱你。”

“我不要妈妈走，我要妈妈。”
“爸爸也爱你呀。”
“爸爸不回家，爸爸不爱我，我要和妈妈在一

起！妈妈，妈妈！”
听完录音，胡先生神情有些尴尬。他干咳了两

声，解释说，自己年轻时以事业为重，确实出差比较
多，也常常要交际应酬，但现在业务有人接班了，自
己主要负责管理，会有更多的时间留给孩子。

“夫妻有矛盾，也不能隔断孩子和父亲之间的
感情啊。”胡先生说，2014 年儿童节后，张女士就
带着儿子离开了，并且一直不让他见，到现在都不
知道孩子被她藏在哪里。

胡先生的代理律师则说，5 岁的孩子还是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说的话不能作数。

“我可以为孩子牺牲一切，放弃所有，你可以

吗？”张女士冷冷地回了一句。至于儿子目前在
哪，她不愿透露。

法官没有当庭宣判。

签约律师卢晓倩答：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子
女抚养权问题，原则上是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
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予以处理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
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两周岁以下的子女，
一般随母亲生活，除非母亲存在严重疾病、有抚养
条件不尽抚养义务等特殊情形。

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离婚父母均主
张抚养权，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
虑：（1）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
的；（2）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
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3）无其他子女，而另
一方有其他子女的；（4）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
长有利，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
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最高院《意见》还规定，如果父方与母方抚养
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双方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
生活，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
多年，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
子女照顾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可作为子女随父
或母生活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另外，据《意见》第 5 条，法院一般不会将不
满十周岁的孩子的意见直接作为审判依据。即
使是十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在司法实践中，考
虑到录音证据的证明力，法官一般会直接询问子
女意见。

是什么导致夫妻走到法庭呢？
吕大妈说，从老头子对他自己女儿的态度，让她

看清了陈大伯对婚姻的态度，让她心灰意冷。去年6
月，陈大伯的女儿对她无端谩骂，将饭菜掀到地上，
甚至殴打，她对着窗户外面哭泣、喊叫近5小时，作为
老公的陈大伯一直不闻不问。事后，陈大伯女儿写
了道歉信、陈大伯也写下保证书，夫妻重归于好。

可好景不长，当年 9 月，陈大伯的女儿再次到
家中闹事、吵骂，而陈大伯依旧没有任何言语或行
动来安慰、保护吕大妈。

陈大伯承认确实发生过两次矛盾，但这都
是吕大妈和女儿之间的问题，而他和吕大妈 20
多年生活下来，是有感情的。更何况当年，他千
辛万苦动用所有的人脉关系帮吕大妈调回杭州
工作，现在为了与女儿之间的矛盾要离婚，他坚
决不同意。

吕大妈和陈大伯女儿何来的矛盾？
吕大妈说，婚后陈大伯从父母那里分到四十

万元，女儿要求分二十万元。她也不是不肯拿出
钱来，外孙结婚的时候，她愿意拿出十万元给外
孙的。现在考虑到养老问题，这个钱她想由他们
夫妻保管。可是，陈大伯觉得四十万元是父母留
给他的，他想给女儿二十万元也无可厚非。

因为和陈大伯女儿的两次矛盾，吕大妈从家里
搬出，独自到外面租了房子独住，同时带走了四十万
元存折。之后，陈大伯通过银行挂失的方式，将自己
名下的二十万元转给女儿，更是激化了夫妻之间的
矛盾。

吕大妈认为，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而是老
公对自己感情不深，在自己和女儿冲突的情况下，
完全偏袒女儿。

吕大妈一怒之下，将老公陈大伯告到法院，要求
判决与陈大伯离婚，并由陈大伯承担本案诉讼费。

法院调解无效，本案将择日宣判。

二十万元女儿应该拿吗？
签约律师周碧君答：这个问题，关键看陈大

伯继承的财产是否有遗嘱指明由他个人继承
并所有。

《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
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
应当归共同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
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
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
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
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如果继承的遗产是通过
法定继承方式或者在遗嘱中没有明确说明遗产
只能由自己子女个人所有的，一方继承的遗产是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如果遗嘱中明确说明只
能归自己的子女所有，那么就属于夫妻一方的个
人财产，而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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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律师 请 请 “律师来了”
【特别提醒】如果您想找律师，请通过“律师来了”平台，由我们帮您选定适合您的律师，凡通过我们平台选定的律师，我们会对律师的服务质量全程跟踪与监督。
另外，每天咨询的用户非常多，请您把自己的情况和想要咨询的问题尽量在一条信息内说清楚，这样有助于我们的律师为您精准答疑，提高了咨询效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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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两口相濡以沫走过20多年
因为20万元遗产上了法庭

王倩

昨天下午，下城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婚姻纠纷。
原告吕大妈，66岁，杭州人，年轻时嫁到宁波，后离婚。
被告陈大伯，79岁，杭州人，满头白发的他拄着拐杖，有一个女儿。
吕大妈和陈大伯都是再婚，1988年，经陈大伯弟媳介绍认识，1990年登记结婚。结婚后，陈大伯利用杭州的人脉，把吕大妈调回杭州工作。
婚后，吕大妈和陈大伯没有要孩子，虽然偶尔会有些口角，但磕磕绊绊走过了20多年。

答疑签约律师

卢晓倩：浙江腾飞
金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擅长婚姻家庭类纠纷
案件，自执业以来，平
均每年处理十几起离
婚纠纷案件。目前担
任数家企业、行政机关
的常年法律顾问。

周碧君：浙江腾
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擅长婚姻、继承等家
事诉讼，婚姻财产保
护，私人财富管理与
传承法律事务。

答疑签约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