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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答应赡养，
孙女该履责吗？

三年前儿子的突然离
世，让薛老先生和妻子陷
入痛苦中。去年妻子也因
病去世。为了满足父亲
的心愿，小女儿于 2022 年
前在市郊给薛老先生买
了一块老人中意的墓地，
花费 10.8 万元（妻子被安
葬于此）。当有一天孙女
来看望薛老先生时，薛老
先生顺便把买墓地一事
告诉了对方，并向孙女提
出“希望你与小姑各拿一
半墓地的费用”，不料却
被孙女拒绝。

薛老先生告诉记者，
儿子去世后，孙女曾经对
他和老伴说“爷爷奶奶请
放心，我会替爸爸把赡养
的义务承担下来的”。薛
老先生和老伴听后，很是
感动。因此在儿子的遗产
分配问题上，老两口放弃
了儿子名下的两套房产以
及公积金的继承。“孙女承
诺要替他爸爸赡养我们，
为此我们放弃了很多财
产。现在只是希望她拿一
半 的 墓 地 费 用 ，她 却 不
肯。”薛老先生越说越难
过。据了解，因为这件事
祖孙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孙女已经很久没来看望爷
爷了。

买墓地是否该和孙
女商量？

孙 女 薛 女 士 告 诉 记
者，她并不知晓父亲在世

时对爷爷有过这样的承
诺，“我曾问过母亲，母亲
也不知道。父亲是三年前
去世的，爷爷奶奶的墓地
是 2022 年买的，2023 年我
才知道此事。如果希望我
出一部分钱，是否应该提
前和我商量？”

对墓地费用，薛女士
认为：爷爷的三个子女均
有后代，可以由几个孙子
女一起来分摊，或是由在
世的几位父辈分摊，或是
由两代人来平摊。“如果单
独让我和小姑两个人来分
担，有些超出我的能力范
围。我有两个孩子要养
育，还有生病的公婆要照
料。”谈到当年爷爷奶奶放
弃父亲的房产和公积金等
遗产，薛女士强调，“我也
放弃了父亲的遗产，都给
了我母亲。我自己的房子
还有贷款要还。”

关于爷爷对自己提出
的要求，薛女士分析说，

“ 我 大 姑 、我 爸 、我 奶 奶
……这三位至亲的相继离
世对爷爷的打击很大，这
导致他情绪一直很低落。
这件事我和他的看法不
同，也是他对我不满意的
原因之一。”春节快到了，
薛女士对去看望爷爷一事
心存担忧，“我不想和爷爷
发生正面冲突，但我担心
我去看望他，会被‘踢’出
门，所以不敢去。”薛女士
坦陈，她从小跟爷爷的感
情挺好的，压根没想到有
一天和爷爷的关系会弄成
这样，“我从没想过和爷爷

‘打官司’，他毕竟是我的
爷爷啊。”电话里，听得出
薛女士对爷爷的感情依然
深厚，但源于在墓地一事
上无法达成一致而显得有
些无奈。

律师：
“遗愿”不是法律概念

山东天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文认为，首先，薛女
士的父亲当年是否有承诺，
现在无法证实；其次，即便
有承诺，也随着父亲的去世
化为泡影了，因为遗愿并不
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并无
换一个人来实行或者继承
的规定；再次，民法典第一
千零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
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
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
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
务。”从法律角度来说，薛女
士的确并无分担墓地费用
的义务。

王律师说，薛先生当
年放弃继承的做法已经无
可挽回，但是现在还可以通
过立遗嘱，将自有的房屋或
者其他财产指定对他尽了
较多赡养扶助义务的晚辈
来继承，以实现利益和心理
上的平衡。至于薛女士担
心看望爷爷会受到冷遇甚
至排斥的问题，薛女士可通
过自身保持理智、管理好自
己的情绪，与爷爷开诚布公
地多交流来解决，毕竟亲
情更重要。王律师还建议
薛女士可以从道德层面做
出一些努力。本报记者

乍看 88 岁薛老先生
祖孙之间在“继承遗愿”问
题上矛盾激烈，透过现象
看本质，观念一转变，这并
不算什么大事。关键是看
问题的视角要正确、处理
矛盾的方法要灵活。

健康长寿是薛老先生
的独特优长

薛老先生能活到 88
岁，是难得的健康人生。
一子一女五十多岁因病去
世，白发送黑发人，令人痛
心。薛老先生心灵的这种
悲伤处境正是需要后代人
体谅的。处在连续丧失至
亲的伤感下，高龄人的感

情脆弱，心胸偏狭，肚子里
搁不住事。一根稻草，就把
他压趴下了。所以，子女和
孙子女们对高龄人要多理
解多同情多包容。相处中，
子女们无理要认错，有理也
不掰扯和申辩。这就是和
高龄人的交往方式。

入土为安是终点愿望
和最后拜托

我们国人有死后入土
为安的思想，尤其对现在
八九十岁的人，这个观念
还根深蒂固。死后入土是
他们的最终愿望，也是对
子女最后一个拜托了。薛
老先生想让儿子的女儿担

负一半购墓费用。这位孙
女觉得不公平，手头也紧
就不愿意承担，这样爷孙
之间就抵触了。实际上，
不用孙子女再拿费用。薛
老先生如想补偿自己的女
儿，可写好遗嘱，用自己的
部分遗产补偿即可。

今后，年轻的老人，可
以采取海葬、树葬等骨灰
安置方法，费用也比较低，
自己预先准备出这笔费
用，就不用麻烦子女了。

亲情的价值比金银更珍贵

我们要发扬中华民族
老爱小、小敬老的优良传
统。和睦、和谐、和合、合

适，正是我们代际之间追
求的目标。耄、老、中、少、
幼五代要以耄耋为尊、创
造一个安宁、祥和、健康、
积极的代际亲和文化，让
每个人都获得心满意足的
幸福感、光荣感。薛老先
生毕竟是 88 岁的高龄孤
身人了，他的养老是一个
现实问题。建议薛老先生
唯一的女儿，招呼子代、孙
代人，在一起商议一个让
薛老先生惬意的养老方
式，让他身心均有一个养
老的安宁依托。

（作者系本报特约评
论员、天津社科院老龄问
题专家。）

三代人如何才能“和合安宁” □郝麦收

微信红包
被认定赠与无需返还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借款纠纷案
件，认定微信红包与转账性质
存在区别，红包属于赠与，转账
则属于借款，据此判令被告周
先 生 偿 还 原 告 刘 女 士 借 款
12900元。相关话题引发关注，
冲上热搜第一。

据报道，刘女士诉称，2019
年其通过微信认识周先生。双
方认识不久，周先生便以经济
困 难 为 由 ，多 次 向 其 借 款 。
2020 至 2021 年间，刘女士通过
银行转账、微信红包等方式累
计向周先生转款15669元，后经
多次催要均无果。对此，周先
生辩称，涉案款项不是借款，是
赠与。

法院审理

刘女士以微信红包、微信
转账两种方式向周先生提供资
金，微信红包自身即包含“赠
与”之义，结合本案具体情形，
刘女士出于对周先生生活的资
助向其发送微信红包共计 2769
元，属于刘女士的赠与行为，无
需周先生偿还。

关于刘女士通过微信转账
向周先生支付的 12900 元，周
先生虽辩称是赠与，但其并无
证据证明刘女士就此曾作出赠
与的意思表示，且考虑到周先
生曾向刘女士借款还贷等情
况，刘女士向周先生通过微信
转账支付款项的应认定系其
向周先生提供的借款，周先生
应予偿还。

法官说法

“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二
者虽均系通过微信软件操作付
款，但应从微信软件的不同功能
及属性上对两种付款性质加以
区分认定。”法官庭后提示，微信
软件作为社交工具除具备日常
沟通交流功能外还具备社交功
能，微信红包则为微信软件社交
功能的典型体现。微信红包设
置的金额上限为200元，且名为

“红包”，根据我国的民间习俗给
付“红包”在通常情况下，意味着
自愿赠与，无需返还。

微信转账与红包不同，不
具备“赠与”之义，其仅是微信
软件设置的付款功能，是社会
主体之间常用的付款方式之
一。本案中，原告以微信转账
主张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被告
如主张款项性质为赠与，其需
要提交相应证据，否则将承担
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法官提醒，无论是普通朋友
间或是恋人之间，对于大额款项
往来，双方应该尽可能通过各种
形式明确款项性质，以免后续引
发不必要的纠纷。 章华维

父亲生前许下的诺言
女儿该不该“接力”来还？

88 岁薛老先生
的三个子女中，大女
儿于十年前因乳腺癌
去世，儿子于三年前
因脑梗去世，唯有小
女儿还在。妻子于一
年前也因病去世。这
一系列的至亲离世，
让薛老先生常常以泪
洗面。还有让他感到
难过的是，儿子曾许
诺给他买墓地，却因
突然离世后此事被耽
搁。当妻子 2023 年
去世后，薛老先生和
孙女重提“儿子的诺
言”，希望孙女能继承
其父的遗愿，分担一
半墓地费用时，却被
孙女拒绝，这令他“难
以接受”。

薛老先生喜欢写
日志。他拿出一份写
得密密麻麻的纸张，
上面记录了这些年来
孙女来看望他的时间
以及携带的礼物，还
有他送给孙女的红包
……从这张“爱的记
录表”中可以看出，祖
孙两代人在这件事发
生之前，还是有很多
难忘的彼此相爱的珍
贵时光。春节临近，
薛老先生不知道还能
不能和孙女化干戈为
玉帛？

专家看法专家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