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遗嘱，这些细节要注意
《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近日发布。数据显

示，中华遗嘱库目前共登记保管251322份遗嘱，其
中6362份已生效。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
为避免因继承问题产生纠纷，订立遗嘱已经成为较
常见的现象。但无锡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部分
遗嘱在继承纠纷案件中被认定无效。那么订立遗嘱
时又该注意些什么？

90多岁的周阿伯写字有些困难，便请了村里的
小陈帮忙打印了一份遗嘱，准备把房子留给对他照
顾较多的小女儿，存款分给两个儿子。小陈帮忙写
了两页多遗嘱，签字当天，村委还特地为周阿伯请了
3名见证人。然而，周阿伯去世后，小女儿却没能凭
着这份遗嘱顺利获得房屋的产权。该案审理过程
中，法官发现该遗嘱中，周阿伯仅在打印遗嘱的最后
一页签名，据此法院认定这份打印遗嘱为无效遗嘱。

锡山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柯菲菲介绍，《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中对打印遗嘱有相关规
定，明确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
年、月、日。

王老大一直无儿无女，他弟弟口头把女儿王小
妹“过继”给了他，但并没有办理正规的收养手续。
2020年8月，王老大订立了一份遗嘱将房屋留给王
小妹，一个月后，王老大就因病去世。两年后，王小
妹拿着王老大订立的遗嘱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继
承，却被告知她不属于法定继承人，可王小妹认为手
中的文书即使不算“遗嘱”也算是“遗赠”，然而又被
告知“已过了表示接受遗赠的期限”，无法将不动产
变更到她名下，无奈之下，王小妹诉至法院。

柯菲菲介绍，根据相关规定，如果受遗赠人超过
60日没有作出接受表示，就无权接受遗产，这部分遗
产将按照法定继承方式来处理。近日，经过审理，法
院认定王小妹在期限内作出了接受遗赠的表示，王
老大的名下房屋归王小妹所有。

黄氏三兄弟想要继承母亲秦某和父亲黄某共有
的房产，因为父亲早于母亲去世，如果在当时办理
了遗嘱，在房屋产权分割和继承方面明确了，事情就
会变得简单许多，后来三兄弟去办理遗产继承时，却
遇到了麻烦。

原来，黄氏三兄弟的亲生父亲过世后，母亲秦某
再嫁，可在秦某再婚前，黄氏三兄弟并没有与秦某一
起对房屋的产权进行分割和继承，这样一来，秦某的
再婚导致她与对方再婚前的两个子女可能形成了继
父母子女关系，那么这两个子女也享有相应法定继
承权。柯菲菲说，黄某应该想不到，因为他没有立遗
嘱，去世后他的遗产中有部分份额会被陌生人“继
承”。因此，及时办理继承手续非常有必要，否则可
能为日后的遗产分割埋下隐患。 （晓城）

2023.3.30 星期四
责编 梁克 ｜ 美编 陈学铭 ｜ 校对 缪敏A06 看无锡

一生献给古籍 对书的热爱超乎寻常

昨天上午，无锡市国专历
史研究会召开一届二次理事
会，会议开始前，全体成员为
沈燮元先生默哀1分钟。“沈
老先生直到去世前，还在整理
书籍著作，他孜孜以求的精
神，也正是无锡国专的精神”，
会议主持者、无锡国专历史研
究会副会长徐忠宪说。

“他总是用扎实的文史资
料来论证观点”，沈老对学术
的严谨态度给无锡文史专家
汤可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前，他们曾在学术研讨会
上多次碰面。前两年，经友人
牵线，汤可可再次见到了沈
老，彼时沈老已是97岁高龄，
但说起书来依然兴致勃勃，精
神矍铄。“当时我们在场的后
辈都很兴奋，他的勤奋和全心
扑于文化建设的社会担当，让
我们很受鼓舞”，汤可可说，做
学术研究必须步步紧跟时代
发展，沈老数十年如一日的学
习精神也让人十分佩服。

除了治学严谨，沈老与年

轻后辈交流时的“同频”，也让
人意外。“沈老虽然一辈子都
在和古籍打交道，但他的心态
非常年轻，交流起来完全无障
碍”，初次见面后，武频圆与沈
老聊得颇为投缘，时常登门拜
访，陪沈老喝点小酒，吃饭聊
天。“他甚至会像个孩子一样，
跟我说‘馋’家乡的特色美
食”，正因如此，小笼馒头、无
锡排骨便也成为武频圆登门
时的必备伴手礼。

（晚报记者 陈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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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祖籍无锡
的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在
南京去世，享年 100 岁。
沈燮元是国内版本目录学
领域元老级人物，和古籍
打了一辈子交道。

沈燮元 1948 年从无
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后，
进入上海合众图书馆工
作，从此与图书馆结下不
解之缘。1955年，沈燮元
来到南京图书馆，在此工
作直至退休。退休后，他
仍致力于古籍整理、研究
与保护工作。

打印遗嘱必须在每一页签字

“遗嘱”和“遗赠”有区别
“接受期限”需留意

这件事请提前做
否则“陌生人”可能会继承遗产

沈老将一生献给古籍整
理、研究与保护事业，曾说：

“书是水，我是鱼”，“搞了一辈
子书，我喜欢书，打个比喻，我
跟书的关系，等于鱼跟水的关
系。我在图书馆工作就像鱼
在水里游，脱离图书馆就看不
了书了，鱼就死掉了。”

无锡古籍收藏爱好者韦红
宇就是在一场古籍拍卖会上与

沈老结缘的。“整场古籍拍卖大
约持续了十个小时，拍卖最大
的亮点不是漂亮的拍卖师，不
是几十万以上的古籍，而是95
岁的沈燮元沈老一直在拍场
盯着，从开始到结束。”韦红宇
说，他对沈老早已久仰大名，
但真正见到面，他对书的热爱
与钻研还是让人吃惊，“沈老
端坐时的专注，让我们这帮年

轻人自叹不如。”韦红宇回忆，
当沈老拿着毛笔在书上题跋
时，全场瞩目，不管在台上拍
卖的拍卖师，一个个溜过来看
沈老写字拍照。之后，韦红宇
和朋友多次与沈老会面，每每
都会带上一些书请老人题跋，

“他总是看一眼就知道这本书
的由来，版本如何，出版多少
套，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曾是无锡国专学生 为无锡国专研究献力

沈燮元原籍无锡。抗战
胜利后，他考入无锡国学专修
学校研读古籍，1947年，转学
到国专的上海分校，同行的老
同学中，就有后来的红学专家
冯其庸。由于上海学分计算
跟无锡不同，再加上个别同学
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济，他和同
学们又从上海回到了无锡，
1948 年正式从无锡国专毕
业。

即便后来辗转上海、南京
工作，沈燮元仍十分关心无锡
各项事业的发展。2021 年
初，时年98岁的沈燮元与国
专二代学生江苏省唐调非遗

传承人魏嘉瓒、无锡籍清华大
学资深教授彭林及国内诸多
与无锡国专相关高校的文史
哲类专家学者呼吁成立无锡
国专研究会。同年，在多方力
量推动下，设立无锡国专纪念
馆被写入无锡市政府工作报
告。

七年前初识沈老，无锡
市国专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武
频圆正在计划为曾经无锡国
专的老师和学生做影像实
录，当时，他与沈老诉说了三
个愿望——为无锡国专拍一
部纪录片，成立无锡国专纪
念馆，建设无锡国专文献交

流中心。“沈老说‘太难了’，
但你想做，我总归支持你”，
这句话时常在武频圆心中回
响。他记得，去年无锡国专
纪念馆正式落成，邀请沈老
到无锡来，老先生当时十分
愿意，临近约定的日子，甚至
兴奋得觉也睡不好，但临时
因为身体原因没有成行，颇
为遗憾。作为无锡国专历史
研究会的荣誉会长，沈老对
这个身份很是挂心。“荣誉会
长的牌子他一直珍藏在家
中，有人上门，他会很自豪地
拿出来，他对无锡国专始终
惦念。”

治学严谨孜孜以求 学术精神感动后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