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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老年人! 对待离婚和再婚的态度

比较慎重"然而!通常看来是一些年轻人才会

有的#闪婚$#闪离$现象!如今在老年人中也

有发生%

今年
+

月!

,-

岁的王先生将和自己再婚

不满三个月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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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赵女士诉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 半年前!

王先生刚与续弦的前妻办理了离婚! 和他同

一单位的赵女士就主动提出和王先生结婚!

并表示要悉心照顾王先生%

王先生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 需要人照

顾!没多想就答应了%

/

月!赵女士搬至王先

生家中居住%王先生称!婚后他发现赵女士独

断专行!在生活上也不关心'照顾他!(闪婚$

之后便向法院起诉(闪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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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年西城区法院受理老年人离

婚案件同比增长
*-+!1

!上升趋势明显% $西

城区法院家事审判庭副庭长张涛法官介绍%

除了(闪婚$(闪离$!时髦的(网恋$也在

影响老年人生活%由于互联网越来越普及!一

些老年人开始(触网$甚至(网恋$!以至于出

现离婚和再婚纠纷%

.,

岁的贾女士和老伴邵先生结婚
0-

年%去年
-

月!贾女士发现老伴网恋%此前!邵

先生就已基本不出门! 在自己的小屋里昼夜

不分地和特定网友聊天!也不和贾女士交流!

这样的状况持续一年多% 伤心失望的贾女士

终于决定结束这段几十年的婚姻! 今年
0

月

向法院提出离婚%

专家分析!老年人离婚率上升!一方面表

明老年人的生活观念日益开放!一些离异'丧

偶老年人愿意追求自己的幸福! 重新组织家

庭)另一方面!老年人再婚的感情基础相对薄

弱!重新组建家庭也面临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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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

岁以上老

年人已达
)

亿多! 而且

这一数字以每年
*+(

万人的速度在增加"

感情和家庭! 无疑

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

要元素"然而!就在人们

习惯性地用#相濡以沫$

#情深意笃$描绘老人的

情感家庭时! 由于种种

原因! 一些老年人 #闪

婚$#闪离$ 情况时有发

生! 并由此带来子女干

涉% 财产纠纷等一系列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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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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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男性有

!*+*1

婚姻状况为丧偶!女性有
0.++1

丧偶!我国丧偶老人占老年人

口的
!+1

左右!约为
0+0,

万%

中国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

,"1

的丧偶老人有再婚愿望! 其中

进行婚姻登记的不足一成%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单身老年人选择(同居$生活!并未进行婚

姻登记)有的(同居$老人!共同出资购买新房!之后婚姻关系破裂!

因为房产权属问题闹上法庭%

据分析! 导致老年人再婚以及老年人家庭纠纷的主要原因!一

是部分老年人再婚并非出于情感需要!而是想找(保姆式$的老伴照

顾生活%在不少情形下!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对方的悉心照顾!反而

容易在经济上损失一些财产%

二是老年人再婚导致赡养'继承关系复杂% 北京律师杨晓林告

诉记者!有的子女考虑老年人财产归属问题!或阻碍父母再婚!或在

(劝离$中推波助澜%

三是社会孝老'养老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缺失% 西城法院法官

赵海说!无论是法院打官司!还是社区里调解'咨询!很多案例中当

事人都对相关法律一知半解!与亲人的沟通不够'缺乏理解!更多是

金钱的角度来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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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一些老年人再婚前没有进行财产约定或公证!婚姻破

裂造成财产纠纷并将子女牵扯其中%一些老年人由于生前没有妥善

安排遗嘱!身后亲人子女不顾亲情!对簿公堂%

一些老年人尽管有通过订立遗嘱妥善安排自己的财产的意愿!

但由于法律意识'知识水平等原因!因遗嘱的形式瑕疵导致遗嘱无

效的情形时有发生%

(老年人应增强法律意识!慎重对待离婚和再婚!尽量明晰财产

归属避免纠纷% $张涛建议!再婚老年人婚前应增强彼此了解!对对

方的性格'人品'家庭情况'生活习惯等进行深入了解!综合考虑双

方情况!避免(闪婚$(闪离$%

法官建议!老年人再婚之前可以对夫妻财产尤其是房屋等大额

财产做出明确约定!或对财产进行公证!或将自身财产通过有效的

遗嘱形式进行分配!以减少因财产争议引发纠纷%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建议! 全社会应形成尊重老年人'

正确看待老年人财产的观念%(老年人作为自身财富的创造者!应该

享有对财产的自主支配权% 儿女赡养老人从法律上是义务'从道义

上是报恩!不应把对老人财产的得失之心掺杂其中% $

专家认为!子女应尊重老年人再婚的权利!不应以财产目的

干涉老年人再婚% 老年夫妻之间'老年人与子女应加强沟通!让子

女更好了解老年人的需要! 让老年夫妻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扶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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