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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娘家不疼 , 婆家不爱

公婆立遗嘱，背着我加“防儿媳条款”
倾诉 / 刘娣   整理 / 罗雅洁

扫一扫，面对
遗嘱中的”防儿媳
条款“你怎么看？

得不到房产的女儿
我来自农村，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弟弟，从小

我就帮忙照顾弟弟，给他做饭洗衣辅导功课。等

再长大一点，就有朋友对此表示不满 ：“你是姐姐

又不是妈，凭什么要帮弟弟做这么多事？”我倒

觉得这没啥，父母对我们一样疼爱，给予我们姐

弟的吃穿用度都一样，弟弟对我态度也不错，我

多做一点家务没关系。对当时的我来说，家和万

事兴才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我依然记得，

在去学校的前一晚，母亲拉着我的手说 ：“供你上

学不容易，你看看村里，有几个女孩能上大学？人

家都去打工了，还按时给家里寄钱呢！”母亲又说，

家里确实没什么钱，让我在学校里勤俭些。

于是，我努力读书拿奖学金，课外也做了不少

兼职。除了学费之外，生活费我从没找他们要过。

我不想让父母觉得，这个女儿没用，成年了还不

懂挣钱。

我大学毕业后，父母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父

亲跟我说，这是将来给弟弟结婚用的。母亲察觉

到了我微妙的不满，她告诉我 ：“女孩子根本不需

要买房，以后嫁给一个有房的男人不就行了吗？”

我想想也是，我周围那些女性朋友，父母也没有

帮她们买房。

当时，我已经和大学同学谈恋爱，到了谈婚

论嫁之时，他家置办了婚房，还给了十万元彩礼，

我父母又返了两万元嫁妆。正如母亲当时所说，

我好像真没必要眼红娘家的房产，这些东西婆家

都会给的。

“二十四孝”好儿媳
公婆给买的房子，房产证上自然没有我的名

字。丈夫没提这回事，我也没明说。再说了，只

要我们一天不离婚，我就不会没有栖身之所。而且，

公婆在市中心还住着一套老房子，万一拆迁了，那

肯定值不少钱。虽说老公还有个妹妹，但女人不

就像我这样吗，不会继承父母的财产。

虽然心里存了这点小心思，但我绝对是亲戚邻

居眼里的“二十四孝”好儿媳。成家之前，丈夫一

两个月才去看一次公婆，结婚后我拉着他，每周

都会去公婆那吃饭，我还把家务全包了。逢年过节，

我们也会给公婆红包和礼物。前段时间，婆婆不

小心摔断了腿，还是我请了假，鞍前马后照顾着。

当然，公婆对我也不错，逢人就说我孝顺懂事又

能干，能有我这个儿媳是他们的幸运。

小姑子在外地工作，我接触得很少，但公婆对

她的宠爱出乎我意料。丈夫告诉我，虽然小姑子

已经工作了，但是公婆仍然每个月给她生活费，理

“我对公婆再怎么好，他们立遗嘱时还是防
着我。”本期的倾诉对象刘娣找到今日女报 / 凤
网情感记者时，伤心地说。

近日，中新社发消息，重庆 90% 的遗嘱涉
及房产，99.97% 老人选择“防女婿儿媳条款”。
而这样的情况在长沙也有，刘娣说，一方面，
娘家告诉她，财产要向婆家伸手；另一方面，
即使她做得再好，婆家仍然把她当外人，财产
要留给小姑子。一来二去，她陷入了尴尬境地。

由是小姑子刚刚开始工作，不能让她

生活得太苦。我又羡慕又不满，羡慕

的是同样是女儿，她就有强大的后盾，

不满的是她都工作了，为什么还不能独

立呢？总之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

不过小姑子性格还挺野，一年到

头也不回家几次，今年春节还和朋友出

国去玩，就年三十晚上给我们捎来了

问候。哪像我，又买年货又做一大家

子团圆饭，出钱又出力。但公婆对小

姑子的行事风格习以为常，乐呵呵地

祝她过年好，让她在外注意安全，钱

不够花的话及时说一声。 

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我心

里有点不是滋味。我费尽心思准备的

东西，似乎都比不上小姑子的一个视

频电话。但我已经出嫁了，自然也不能

回娘家过年。婚后的第一个年我就这

样有些酸的过了。

想要财产的我成了“不孝女”
我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

我继续努力，公婆总会把我也当成自

家人的。我说服了自己，一如既往扮

演好儿媳的角色，但现实却给了我狠

狠一刀。

那天是周六，我和丈夫照旧去公

婆家吃饭。上了楼我找不到手机，以

为落车上了，急忙向老公要了车钥匙下

楼拿手机。但下了楼我才发现，手机

在我手提包的小角落，我也太粗心了！

手机找到了，我一拐弯就上了楼。

走到门口我看到，老式防盗门关上了，

里面的木门却没关，隐隐约约有声音

传来。我站在门边上，就听到丈夫说话：

“你们这么早立遗嘱做什么，难道我还

会跟妹妹争财产吗？”婆婆说，亲兄

妹也得明算账。“那也不用特意写个不

给小娣的条款吧？”丈夫问。

婆婆叹了口气 ：“你那老婆人挺善

良的，就是娘家不太省心。”

公公在一边帮腔 ：“是啊，她还有

个弟弟，以后要拿我们的钱去补贴她

弟该怎么办？现在公证了也好。”

婆婆又说 ：“女孩子也要有套房，

以后这套房子就给你妹妹，你们俩一

人一套，我们也算是完成

为人父母的任务咯！”

我听明白了，公婆要把

这套房子留给小姑子，又

防着我这个外姓人，所以

现在就立好了遗嘱。

我真傻！女儿再不好也

是亲生的，我又怎么能期

望他们对儿媳比对女儿还

好呢。

回到家，我跟丈夫坦

承自己听到了一切，他在惊

讶之余还给我解释，公婆

不是重男轻女的人，思想

比较开明，对两个孩子是

一视同仁的，让我想开些。

同样是有女儿的父母，

公婆和我爸妈 截 然不同。

公婆愿意给女儿财产好让

她今后的生活有个高起点，

我爸妈却觉得女儿不需要

财产，去婆家拿就行。但

婆家又怎会任由外人予取

予求？

这一刻我才 算彻底醒

悟。我为娘家付出了这么

多，但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上次回娘家，我跟父母提

起了“权利”这件事，隐晦

地说了他们的财产我也有

一份。谁知母亲听完后大

骂我不孝 ：“别的女儿都给

娘家钱，你倒好，居然要

向娘家要钱！”父亲也

说，他们供我读完

大学已是仁至义

尽，他们自己挣

的钱，想给谁

就给谁，我根

本管不着。

我 听 了

只 觉 得 心

寒。 难 道 在

他们眼里，女

儿就不配得到

财产吗？

放心不下
文 / 张逢春
她患了肺癌，做了手术后，

医生说她癌症晚期，在人世间的

日子，也就一个月了。起初孩子

们忍着悲痛，不愿意把这消息告

诉她。当她的丈夫把病情的真

相告诉她时，她倒平静下来。死，

她倒不怕，人早一天或晚一天，

都要死的，这只是个早晚的问题。

可目前，她不愿死，也不能死，

因为她还放心不下她的男人。

他就是一个书呆子啊，能

写几十万字的书，可连热了减衣

服、冷了添衣服都不会。这衣食

住行，一切都得她操心。一次，

单位要她去外地出差，她就去了

三天，可回来，家里锅、碗、瓢、

勺都翻了天。大女儿在外地工作，

生孩子的时候，她去了一个月，

家里便去了电话，说老头子高血

压犯了。你看，她离得开吗？她

想，在她的有生之年，得教会他

做饭、洗衣，按时吃药，他知道

自己照顾自己了，她再走了，到

那时，她死也瞑目了。

住院的日子里，她要他亲自

做了饭给她送来。她要吃他炒的

菜、熬的鸡汤，尽管他做得不好

吃，她也要他来做。

他第一次送的米饭，有点糊

味了，她仍说好吃。他含着泪，

看着她把饭吃了。

他每次送饭来，她都忍着疼

痛，问他，衣服洗了没有？药按

时吃了没有？老头点点头。丈夫

知道她的用意，便有意地穿上件

新洗的衣服让她看，她看了，那

苍白的脸上，便泛出一丝笑。

 她在医院里住了20多天出

院了，回家后，她还忙着培养老

头的自理能力。他做饭，她亲自

看着他往锅里添水，添几碗水，

放多少米，米煮到什么时候才好

吃，她都告诉他。她像一个老

师教小学生那样，耐心又细心地

看着他炒菜、洗衣，每天都提

醒他吃药……

夜里，老头躺在她的身边，

深情地说：“其实，做饭、洗衣，

我早就学会了。可我知道，你总

牵挂着我，就不离开我……”

女人笑了。因为放心不下他，

她竟然，熬过了预判期，一个

30 天，又一个30 天，转眼已过

了十个30 天了。老天，竟然让

不放心的她这样坚定地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