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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遗嘱人群年轻化”彰显个人权利意识的提高

　　《2022 中华遗嘱
库白皮书》21 日正式
发布。该白皮书显示，
10 年间立遗嘱人群平均
年龄从 77.43 岁逐年降
至 68.13 岁。立遗嘱人
群越来越年轻。从 2017
年开始，60 岁以下立遗
嘱的人数逐年上升，至
2022 年，60 岁以下立遗
嘱的人群中，30 岁至 39
岁年龄段人数的比例为
29.74%，说明遗嘱正越
来越被年轻人所关注。
（3月21日 中国新闻网）
　　遗嘱是指人生前在
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
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
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
个人处理，并于创立遗
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
法律行为。从前人们总
是认为只有老人或面
临死亡的人才需要立遗

嘱，但《2022 中华遗嘱
库白皮书》显示，立遗
嘱人群越来越年轻化，
其中不乏“90 后”乃至
“00 后”。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华
遗嘱库，“90 后”立遗
嘱总人数达到 1787 人，
“00 后”一共有 357 人，
立遗嘱最年轻的为 17 周
岁。越来越多年轻人立
遗嘱，是社会观念的不
断改变，也是个人权利
意识的不断提高。
　　随着年轻一代受
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思
想观念的进步，人们不
再如以前那般忌讳谈论
死亡这一话题，这种对
生死态度的转变，是一
种更加理性的态度。传
统社会中人们对待与死
亡相关的问题总是避而
不谈，十分忌讳，反而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财产
纠纷。死亡并不只是一
个生理问题，更是社会
问题、经济问题。而现
在人们愿意直面遗嘱问
题，许多人不再把立遗
嘱看作为生命的终点，
而是对过往生活的盘
点。遗嘱内容有哪些？
财产留给谁？财产如何
分配？现代年轻人更愿
意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来
分配个人财产。同时，
订立遗嘱的过程，也给
了他们一个重新审视和
思考过往及未来人生的
机会。
　　资料表示，“00 后”
人群立遗嘱主要处分的
财产以“银行存款”“虚
拟财产”为主。跟“00
后”比起来，“90 后”
的遗嘱中涉及房产的较
多，有 71.64% 是涉及

房产。此外，“虚拟财
产”的纳入和安排成为
年轻人立遗嘱一个突出
的特征：支付宝、微信、
QQ、游戏账号等虚拟
财产是“90 后”“00
后”遗嘱中常见的财产
类型。这些财产与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虽然很
多网友自嘲“并没有什
么值钱的东西留下”，
但这恰恰体现了人们对
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的
重视程度的提高。
　　从谈“遗嘱”色变
到立遗嘱普通化、年轻
化，生命中的不确定
性，也让一些年轻人开
始思考及早订立遗嘱的
事情。立遗嘱不再是老
年人的“专利”。尤其
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
后，对于“无法确定明
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

句话，每个人都比往常
有着更深的体会。在合
适的时间，通过法律的
方式来明确自己的身后
事，也增加了年轻人抵
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信
心。
　　年轻人立遗嘱并不
是闹着玩。提早将把“身
后事”纳入人生规划，
当意外或死亡来临之
际，就可以规避一系列
财产纠纷，对于社会和
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件
好事。要让这件好事落
实到底，相关部门要加
强继承法律常识的宣传
普及，增强全社会的法
治观念，为提高遗嘱有
效性创造条件，也让立
遗嘱本身变得更规范。

■吴雨霜

年轻人不上进只上香？莫因“佛系”表象一叶障目

　　数据显示，今年来，
寺庙门票订单量同比增
长 310%， 其 中 90 后、
00 后 占 比 接 近 50%。
以 2 月一周末为例，寺
庙景区门票日均订单量
较 上 周 增 长 150%， 而
主题乐园的门票增幅为
75%。寺庙周边如护身
符、十八籽热销。网友
表示：“在上班和上学
之间，选择了上香；在
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
了求佛。”（3 月 21 日 
青州广电）
　　寺庙作为烧香拜佛
的清净之地，在传统观
念中一直被认为是中老
年人常去的场所。可近
年 来 尤 其 是 节 假 日 期
间，寺庙里出现了不少

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在
寺庙烧香祷告之外，也
会在庙内拍照打卡，购
买佛珠等物品，俨然有
“佛系化”的趋势。对
此现象，有媒体锐评：
“年轻人不上课不上进
只上香”，这话不免引
发了人们的讨论：年轻
人去寺庙求神拜佛就是
不上进的表现吗？当代
年轻人的寺庙之行未必
就是躲避现实，不妨将
它理解为现如今的一种
作为缓解年轻人生活压
力的新型娱乐方式。
　　作为新时代浪潮的
推动者，年轻人肩负着
建 设 社 会 与 国 家 的 重
任，而“奋斗”就是青
春的底色，我们当然义

不容辞。现如今，各行
各业都已经出现了 00 后
的身影，向行业注入了
新鲜的血液。但伴随着
肩上重任，以及生活中
琐碎的压力，许多年轻
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
不免会感到劳累，除了
在电子产品之外找到碎
片化的娱乐方式，现实
生活中的快节奏生活似
乎没有容量向他们提供
一方安静的休憩港湾。
自然而然地，平静古朴、
环境优美的“慢节奏”
寺 庙 就 成 为 了 年 轻 人
“打卡”的地点。
　　再者，年轻人去寺
庙本意只是寻求短暂的
休息，并非长久的“不
上进”。与其关注年轻

人缘何去寺庙，不如看
看他们求什么。不少人
坦言，在学校学习会有
对 于 未 来 选 择 的 不 确
定，或是在工作之后会
面对来自职场的困扰、
来自父母的催婚等诸如
此类的压力，不过因为
某些原因，年轻人自己
还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萦绕在心头的烦恼
就演化成为了年轻人群
体的迷茫。他们所谓的
“拜佛”或许只是宣泄
压力的无奈之举，希望
自己能够诸事顺利、遇
难成祥，而后收拾好心
情，在生活中整饬自己
再出发。期待美好本是
人之常情，我们更应该
看到的是年轻人对于排

遣压力的态度和行动，
不应贸然定论。
　　我们除却工作和上
学的时间之外，休闲娱
乐亦是为了更好地为前
者服务。我们作为年轻
人，责无旁贷要践行奋
斗的时代主题，引领时
代进步的潮流，但是偶
尔还需要让运转的自己
“停一停”，这当然是
无可置疑的。一味地提
倡奋斗而看不见人们的
休闲需求是不可取的，
也请正视年轻人除了奋
斗之外的生活方式，莫
因“佛系”表象一叶障
目。

■刘佳

幼儿园颁发“吃饭大王”奖，非常不合时宜

　　3 月 15 日，福建晋
江一男孩连续两周获得
幼儿园“吃饭大王”“干
饭迅猛龙”奖状。孩子
的妈妈称，孩子还没 6
岁体重 66 斤，比我饭量
还大。（3 月 16 日 九派
新闻）
　　从视频上看，当事
的孩子，不仅吃得多，
而且吃得快，从健康的
角度来说，这是很不科
学的。毕竟孩子幼小，
他或许以为，谁吃得饭
最多最快就最光荣，而
且，幼儿园还给他颁发
了“吃饭大王”“干饭
迅猛龙”奖状，还得到

家长的鼓励，“这应该
没有错吧”，其实，这
是在害孩子。
　　从新闻报道里得
知，孩子才 6 岁，正常
情况下，6 岁的孩子体
重大约是 20 公斤左右，
可这个孩子体重 66 斤，
也即 33 公斤，严重超标
了，这不是好事。《2020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
病状况报告》显示，在
我国，6 到 17 岁儿童
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高
达 19%，而 6 岁以下的
儿童，超重肥胖率则为
10.4%，我国学龄期儿童
超重肥胖人数已经达到

了 3400 万，要知道，“胖
是百病之源”，调查显
示，我国儿童Ⅱ型糖尿
病患者出现了令人担忧
的增长，糖尿病这种公
认的成人病甚至是老年
病开始找上了青少年，
其中，原因之一是暴食
暴饮而营养过剩，笔者
曾在多个场合见到老人
喂孩子吃饭“填鸭式”，
实在是令人揪心。
　　按理说，幼儿园对
孩子们的教育，包括校
园饮食，应该是讲健康
的，这也是职责所在。
但是，或许有这种可能，
就是有的孩子吃饭时贪

玩，而拖了老师收拾饭
场的结束时间，于是乎，
幼儿园便鼓励孩子们

“快吃饭”，这才有了“吃
饭大王”“干饭迅猛龙”
奖。诚然，可以教育孩
子在一定的时间内把饭
吃完，但，幼儿园鼓励
孩子当“吃饭大王”，
给孩子发“干饭迅猛龙”
奖，这也是在给孩子上
课，可悲的是，这上的
是“有损健康”的课，
这种奖项，应当立即被
叫停。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个人身体有病，这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

是孩子，家长对他们应
该有保健意识，孩子吃
饭多而快，孩子体重超
标，这到底为“是”还
是“非”，家长对这些
起码的常识不该“是非
颠倒”。当然，“大千
世界，千奇百怪”，世
上就有这些糊涂家长，
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
们，学校的健康教育，
大众传媒体的健康科
普，皆任重道远也！

■张传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