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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遗嘱有什么趋势？
趋向年轻化，体现对生活的积极规划

浙江温州市华东公证处家事法律服务中心负责人汤晓峰告诉记者，近
十年来，随着观念进步，市民对遗嘱订立的关注程度不断上升，一般情况下，
市民在公证处立遗嘱的内容除了房产之外，还包括存款、股权以及黄金等贵
金属等。而且，前来咨询订立遗嘱的年轻人数量有所上升。“现在年轻人的法
制观念增强，大家对遗嘱也没有太避讳了。”汤晓峰说，“一份遗嘱，不仅能避
免家庭纠纷，传递情感，更能疗慰亲属，体现的不仅仅是财产的处理，更多的
是情感的传承。”

中华遗嘱库温州服务对接中心相关负责人周江霞介绍，温州市民通过
中华遗嘱库订立的遗嘱，覆盖60后至90后等年龄段的人群，整体趋向年轻
化。“我们接待的客户大部分是60周岁以下的中青年群体，年纪越轻的客
户反倒更对立遗嘱这件事没那么忌讳。”她说，“中青年人订立遗嘱人数的
增加，并不代表他们对生死过度焦虑，而更多地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积极
规划和前瞻性思考。”

她表示，近些年，立遗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开始立遗嘱，
反映出人们对待生死的态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更是社会的进步。

周江霞还介绍，在通过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温州市民中，女性订立
遗嘱数量远高于男性，其中绝大多数是已婚人群。通过遗嘱处理的财产
类型基本集中在房产，立遗嘱的原因则主要涵盖防止财产旁落、防止家人
内斗、简化手续等方面。她表示，女性立遗嘱高于男性，主要是因为女性
对安全感的需要，通常女性的风险意识较强，对家庭的责任意识较高。“年
轻一代对尽早规划财富的意识觉醒，订立遗嘱不是一件令人忌讳的事了，
而是传递对家人的关爱与责任，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

90后、00后也开始立遗嘱了！
这堂“生死大课”如何面对？
遗嘱人年龄趋向年轻化，反映出人们对待生死的
态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更是社会的进步

如何订立一份有效遗嘱？
那些表达爱与善意的微信遗嘱是否有效呢？遗憾的是，微信或其他

新的网络电子手段只是载体，通过微信朋友圈、小程序或者电子邮件这些
新形式所立的遗嘱，即便本身属于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由于不
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从法律角度来说都是无效的。

对于“立遗嘱”感到好奇且跃跃欲试的年轻人来讲，如何在足够自我
表达的同时，将遗嘱的有效性和法律效力“拉满”？记者咨询了上海东一
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焕昌。

“立遗嘱能够做到将遗产给到‘想给的人’，合法有效的遗嘱可以优先于法定
继承，同时遗嘱所需要注意事项也是非常严谨，不然极易引发纠纷。”陈律师表
示，形式要件是遗嘱合法的前提。

《民法典》明确规定，自书遗嘱的全部内容都应当由立遗嘱人亲笔书
写，既包括遗嘱中关于遗产处理的正文部分，也包括落款的姓名、日期部
分，全部文字内容均要求由立遗嘱人本人书写。“曾经我遇到过类似纠纷，
立遗嘱者没有把遗嘱的每一页都签上名字，导致了后续没有签名的章页内
容被视为无效。”

他强调遗嘱需要立遗嘱人亲笔签名，此处签名必须是正式的姓名，即
身份证、户口簿等证件上登记的姓名，不能为笔名、艺名、小名。

另一方面，遗嘱需体现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要做到这一点，就要
确保立遗嘱人在立遗嘱时头脑清醒、意识清晰、未受胁迫，但这些又是比
较主观的判断。

同时，遗嘱内容要指向明确，不能含糊不清。“在遗嘱中，建议将遗产
范围进行精准描述，少使用‘我的份额’‘我的财产’等概括性描述。”陈律
师说，特别是财产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时，要讲清楚哪份财产的多少份额
由谁继承。

他还建议，拟定的遗嘱可以选择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也可以选择在公
证 处 进 行 公 证 ，带 来 仪 式 感 的 同 时 ，也 便 于 遗 嘱 原 件 的 存 档 。

综合封面新闻、浙江日报、中国青年报等

清明节，人们在这一天祭奠追思离世的亲人。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生命与死亡的
话题“生前预嘱”。什么是“生前预嘱”？指的是人们在意识清醒时签署的，确认自己未来如
若遇到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采取哪种医疗治疗方案的意愿指示文件。

2023年1月1日，修订后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这是全国首次将患者临
终决定权——“生前预嘱”纳入地方性法规。深圳这个《条例》中有关“临终决定权”的第七十八条
具体是这样规定的：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
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

目前深圳的这个《条例》实施一年多了，大家对“生前预嘱”的接受程度如何？会选择提
前签署吗？

从了解到接受，我的生命我做主

杜芹是深圳首位签署“生前预嘱”的当事人。她曾经面对过自己的亲属老人患了重病到
生命末期，却无法自己选择是否继续治疗，甚至连救治的方式也不能自主决定，这让老人承
受了巨大痛苦，同时也让家人遭受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

“如果医疗条件以及疾病不得不去面对，我的选择就是放弃一些不必要的治疗，我会选
择在愉快的状态下终结生命。”杜芹说。

在杜芹看来，在生命的终末期能够有尊严地面对死亡，是一种健康的死亡。随着年龄增
长，如何能让自己在临终时安详离去，不让子女违背自己的意志抢救，她一直在期待有制度
上的保障。2022年，她偶然接触到深圳市生前预嘱协会，在这里她了解到，深圳正在酝酿一
部法律：鼓励人们在意识清楚时签署一份预嘱，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的需
求，这让她一直关注着这件事的进展。

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2022年7月5日，深圳市人大召开法规解读会，首次对修订后的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进行公开解读。了解清楚细则后，征得了家人的同意，杜芹在条例
正式实施不久，就签署了生前预嘱协议书。

杜芹说：“我立了生前预嘱之后，其实也相当于是推动了身边的很多人可以去做这件
事。让他们能够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自己的生命、健康、医疗的规划。”

由于律师的工作身份，杜芹平时接触到不少来咨询“生前预嘱”的人。一年多来，在她的
影响下，前后有10多人签署了“生前预嘱”。

深圳为“生前预嘱”立法后，当患者进行临终抢救时，如果设立了预嘱，表示采取或者不
采取创伤性抢救、生命支持系统或延续性治疗，医院要尊重患者本人意愿，患者本人的决定
权得到了法律的尊重和保障。只要是符合年满18周岁并且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健康和
意识清楚的状态下，都可以选择签署生前预嘱。条例实行一年多以来，签署人群从一开始的
临终病人，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

有调查数据显示，如果家人患上某种无法医治的疾病，超过六成年轻人选择坚持让家人
接受包括创伤性抢救在内的治疗方法，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生前预嘱在深圳入法时引发广
泛关注和讨论，因为从法律层面，“安静离世”这一愿望被看见，被尊重。

“生前预嘱”与安宁疗护密不可分

修订后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正式实施，为生前预嘱的推动提供了法律保障，很多
人开始认识和关注生前预嘱，而与生前预嘱密不可分的安宁疗护、生命教育等近几年来也取
得了积极的进展。

生前预嘱在国内最早起源于北京。2013年，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成为我国第
一个推广生前预嘱的社会组织。协会的公益网站名字就叫做“选择与尊严”。点开生前预嘱
登记中心的网页，映入眼帘的有这样一段文字：“推广生前预嘱，让更多人知道，按照本人意
愿，以尽量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世，是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截至目前，在登记中心注册
登记签署生前预嘱的当事人已经接近6万人。

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王瑛看来，虽然深圳的生前预嘱入法，在法律层面向前迈
出了一步，但推广仍然面临不少挑战。首先，由于中国人避讳谈论死亡的观念根深蒂固，也
就不自觉地阻挡了公众去思考如何让死亡更有尊严。另外，患者是可治之症还是不治之症，
医学上是有明确判断的，每一个医生也都非常清楚。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生前预嘱本身出
自患者意愿，即使具备法律效力，但真正到实施的时候，往往患者本人已失去了决定的能力，
具体的治疗措施，医生还是要和患者亲属沟通，造成生前预嘱实行困难。

王瑛说：“这样一份文件尽管是有法律效力的，可是它和医院的安宁疗护能够接上口，
还需要另外一份法律文件，也就是由医院为主体订立的一份文件，实际上是整个缓和
医疗的制度，能够充分保证生前预嘱里面的个人对自己生命在进入生命末期以
后的若干选择，才能够真正意义上落地，所以这几个是谁都缺不了谁的。”

现代医学并非万能，但面对弥留之际的痛苦，医学仍然可以有
所作为。生前预嘱的推广，和安宁疗护密不可分。安宁疗护，也被
称为缓和医疗、临终关怀，其基本原则就是承认临终患者
的死亡是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缓，只提供缓解
临终疼痛和不适的办法，在身心、精神等方面让
患者活得有质量，追求生命的安详与尊严。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安宁疗护服
务发展，全国设有安宁疗护科
的医疗卫生机构已经超
过4000家。作为最早试
点安宁疗护的城市之一，
北京目前已完成12家安
宁疗护中心、21家老年
护理中心的转型建设。

国家卫健委老龄健
康司一级巡视员张晖
说：“到2025年，每个安
宁疗护试点市的每一个
县市区至少要建有一个
安宁疗护病区，有条件
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
中心，要建立安宁疗护
的病床，每个试点市要
建立一个覆盖全域，兼
顾城乡的安宁疗护服务
体系。”

无论是生前预嘱还是安
宁疗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

尽量无痛苦、有尊严的死亡观念。
执行生前预嘱，选择安宁疗护，为了

病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减轻痛苦，还需
要包括医疗、法律等更多社会力量的参

与，保障其执行力。另外在更重要的层面，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命教育？其实每个人对

于死亡的认识与思考不应该到了生命的末期才
进行，更多、更深入地生命教育与思考，相信可以

帮助更多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特别是在生命的最
后时刻，获得应有的平静与安宁。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需
要什么样的
生命教育？

编后

遇到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
自己提前决定采取哪种治疗方案

“生前预嘱”入法一年多，你会选择吗？

一个年轻人正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 中华遗嘱库供图

中华遗嘱库遗嘱宣读仪式

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二登记中心的接待大厅

近日，一则“‘90’
后女孩婚前立遗嘱”的
新闻受到网友热议。
当事人温州“90后”准
新娘小李（化名）即将
与爱人走进婚姻殿堂，
她却先走进遗嘱库立
下生前遗嘱。“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如果有这么一天，我会
把自己的遗产都归还
给父母。”

今年3月 21日发
布的《2023 中华遗嘱
库白皮书》数据显示，
2017 年~2023 年，立
遗嘱的“90 后”从 55
人 增 加 至 674 人 ；
2020 年 ~2023 年 ，
“00后”人数从104人
上涨至167人，遗嘱人
年龄趋向年轻化。

在传统观念里，
“立遗嘱”是一件不太
吉利的事情，而近几年
随着思想观念的进步，
“人生的述职报告”“给
孩子的一份礼物”“爱
的表达”……年轻人对
待立遗嘱的态度变得
愈发积极，并为
其赋予了新
的意义。

他们怎样看待立遗嘱？
有人把它当作“人生述职报告”

今年24岁女孩甜甜（化名）已经在一年多前把自己的遗嘱立好了。
具体原因是去年她发现自己皮肤上长了玫瑰糠疹，通过在网上问

诊以为是免疫系统疾病，“当时以为很严重，没想好怎么和家人说，自己
也很崩溃，所以先把遗嘱写好了。”她谈到，当时自己把现有的存款、首
饰包包、社交账号运营等项目都写进了遗嘱里，“结果去了医院才知道
只是过敏症状，自己吓自己。”

然而在病治好以后，她没有销毁那个冲动产物，反之留存在家中，
时常写写改改。“世事无常，经常看见新闻里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可能
短短几秒钟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消失了，我不禁担忧自己会不会也遇到
这样的劫难。”

甜甜自认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每次她惶恐不安或者遇到挫折
心情低落的时候，都会去更新自己的遗嘱。

这个习惯反倒成了她快速冷静的有效方式之一。“这是我最接近死
亡的时候，一笔一画都是我和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对话。”甜甜认为，“立
遗嘱”就像写“人生的述职报告”一样，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和未来，已
经考虑到了最糟糕的事情发生，自然也不会那么害怕下一刻会不会就
要离去了。

每次更新完遗嘱后，甜甜都会得到“为了自己爱的人好好生活”的
无限动力，让她无比珍惜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可贵。

有人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孩子

除了“给自己鼓劲”，还有很多对生死有着更为理性认知的年轻人，
把“立遗嘱”看作一种未雨绸缪，值得主动为之的行为。当意外或死亡
来临之际，他们提早立的遗嘱就可以规避一系列财产纠纷，让父母或者
子女在经济上安度余生。

今年30岁，家住在加拿大的小蓝（化名）给自己满周岁的宝宝送上
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自己亲立的遗嘱。她谈到某天晚上突然就
有了这个想法，随后她立刻就去咨询了律师，在多伦多立了遗嘱。

“万一意外来临我不在了，这份礼物能给她一份保障。我的全部资
产都会由宝贝女儿继承，如果她还未成年，遗嘱也安排好了由谁来做监
护人，执行清点我留下来的财产，和最信得过的朋友来当备选监护人等
等。”她谈到。

有人把它当成另一种“爱的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年轻人喜欢通过
微信遗嘱表达自己的感情。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布的2023
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自2020年3
月，中华遗嘱库推出微信订立遗嘱服务后，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共收到97347份微

信遗嘱。统计显示，留下微信遗嘱的人
群中，大多数是年轻人群体，他们

的年龄集中在20~29岁。
白皮书分析说，年轻人群

体留下的微信遗嘱中，所表达
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向现任、前
任、暗恋对象表白的、有向闺蜜
好友倾诉的、也有向父母倾诉
等等，反映出了当代年轻人对
美好、纯真感情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