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丈夫意外死亡，5 年后，公公也因病去世，昔日婆媳因遗嘱问题
发生争执，最后对簿公堂。近日，山西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
这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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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郭老爷子与发妻育有一子

郭某。发妻去世后，郭老爷子与

云某自 1980 年开始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其间，两位老人为儿

子郭某张罗婚事，迎娶儿媳杨某

过门，郭某夫妇婚后有两个孩

子。

在与云某共同生活期间，郭

老爷子先后分得祖房东屋及门

外厨房，与西屋及西北厨房。随

后，又在晋城市沁水县购买房屋

一套。

2014 年 ，郭 某 因 故 去 世 。

2016 年 2 月，郭老爷子立自书遗

嘱并亲笔签字，遗嘱内容包括

“我的院西、东屋留给儿子郭某、

儿媳杨某，沁水的新房留给云

某”。由于郭某作为遗嘱继承人

先于立遗嘱人郭老爷子去世，该

遗嘱一直由杨某保管。

2018 年 5 月，郭老爷子又立

了一份代书遗嘱，云某作为代书

人和见证人，遗嘱载明“我的房

屋所有权，我走后都归我妻子云

某所有”。该遗嘱由云某保管。

2019 年，郭老爷子去世，杨

某管理使用祖房东屋、西屋，云

某管理使用沁水房屋。

2022 年 6 月，儿媳杨某与婆

婆云某因祖房拆迁发生纠纷，杨

某携两子起诉云某，请求确认

2018 年 5 月的代书遗嘱无效，要

求祖房东、西屋由其继承，沁水

新房进行法定继承。

两份遗嘱 昔日婆媳起纠纷

法院：
应探寻逝者真实意思表示

晋城中院民一庭副庭长祁

俊表示，公民私有财产的合法继

承不仅对家庭和谐来说是一份

保障，对社会来说也是保障经济

健康发展的“稳定剂”。

本案中，双方纠纷的焦点在

于郭老爷子生前留下两份遗嘱，

在确认代书遗嘱无效的情况下，

如何探寻其立自书遗嘱时的真

实意思表示，并在此前提下妥善

解决财产分配问题。

本案虽然认定祖房西屋及

西北厨房和沁水新房系郭老爷

子和云某夫妻共同财产，夫或妻

一方不能擅自处分对方财产，但

通过综合运用文义解释、目的解

释的方法，并结合房屋长期的管

理使用状况，法院认为不宜将两

处房屋割裂开来进行分别理解

处理。

反而，进行整体考量更符合

郭老爷子处分其遗产的真实意

思表示，故依法确认杨某及其两

子享有祖房的所有权，云某享有

沁水房屋。

本案既保护了被继承人的

财产以及各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又通过“小案件”深入讲述了财

产传承秩序的“大道理”。

同时，本案也破解了困扰在

私有财产继承中的法律和道德

风险，回应了人民群众期盼，在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

具有典型意义。

据《法制日报》

一审法院认为，自书遗嘱由

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

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

代书，继承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

人。

郭老爷子 2016 年所立自书

遗嘱系其本人亲笔书写，落款处

有签名和日期，符合自书遗嘱的

相关要件。而 2018 年所立代书

遗嘱是继承人云某代书，且作为

见证人之一，不符合代书遗嘱的

必要形式要件。

因此，郭老爷子于 2016 年 2
月所立遗嘱有效，于 2018 年 5 月

所立遗嘱无效。

最终，法院判决确认位于祖

房的东、西屋归杨某及其两子所

有，沁水新房归云某所有。一审

判决后，云某不服，上诉至晋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

理后维持原判，该判决已生效。

“自书”与“代书”哪个遗嘱有效“自书”与“代书”哪个遗嘱有效

老人留下两份遗嘱

婆媳为继承房屋闹上法庭

读者咨询：儿子打算今年国庆

结婚。他在机关工作，但工作没几

年，没存下什么钱。我们想帮他垫

个首付买套婚房，房子也已经看好

了，马上可以签合同。请问律师，这

套房子今后会是我儿子的个人财产

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徐律师解答：这套房子到底是

你儿子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

产，要结合一些其他情况判断。

首先看房子登记在谁名下。如

果登记在儿子、儿媳两人名下，就是

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登记在儿子名

下 ，得 看 房 子 产 权 证 书 什 么 时 候

办。如果领结婚证前办的，房子属

于儿子个人所有，但婚后共同按揭

部分要折价补偿给儿媳。如果领结

婚证后办的，房子归属首先由儿子、

儿媳协商，协商不成，如果没有特殊

情况，法院原则上会将房子判归你

儿子所有，但婚内共同按揭款项以

及房屋婚内的增值，要折价补偿给

儿媳。

读者咨询：3 年前，一个朋友向

我借20万元，打了借条，到现在没还

我。朋友做小生意，这几年生意不

好做，我知道他不是故意不还，所以

不忍心催。前几天我听说借条会过

期，请问律师这是真的吗？

徐律师答复：借条“过期”是民

间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借条不存

在过不过期的问题，但借款却有可

能因为过了诉讼时效而丧失国家强

制力保护。《民法典》规定，向人民法

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

间为 3 年。如果借条上明确还款时

间，你看一下有没有过3年。如果过

了 3 年，你中间没有催过，对方也没

有表示还过，那么这笔借款就过了

诉讼时效。过了诉讼时效去起诉，

对方如果拿诉讼时效抗辩，法院不

会支持你的诉请。如果借款诉讼时

效还没有过，建议你在诉讼时效届

满前留下催讨证据，以便中断诉讼

时效。如果诉讼时效已过，建议你

想办法让朋友重新出具一个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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