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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明确告知王先生，经查，

他的奶奶、小姑的情况需要落实。

王先生告知，两位已经去世，况且

自己的父亲去世时，奶奶算下来已

经 111 岁了。“111 岁的老人，我们

并不能判定她一定去世了！”工作

人员如此答道。“这种情况反映了

行政部门在法律上必须严格审查死

亡证明，以防止虚假继承行为。即

使老人高龄，也不能仅凭推测确定

其死亡，需要法定证明。但是这明

显违反普通人的朴素认知，是否有

更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值得讨论的。

“范国刚点评道。

王先生联系表弟。表弟回道，“那

还不简单”。怎么个简单法？表弟

回家，用手机翻拍了两位逝者的墓

穴证材料，通过微信原图发送给王

先生。王先生说：“嘿，这应该可

以证明了吧？”哪知道北京的工作

人员并不认可。“得要两位已经去

世的证明。2003 年的墓穴证明，不

能证明什么哦。”工作人员态度和蔼，

但很坚决地回说。在范国刚看来，

墓穴证明确实不具备法律效力，只

有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才能作

为有效法律文件。“不同城市、不

同年代的户籍、死亡证明等材料的

收集困难，是王先生面临的主要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运用法律

手段，通过公安、民政等部门的合作，

提供必要的法律证明。”范国刚如

此说道。

王先生也确实如此行事。在感

谢表弟帮忙后，他告知表弟，自己

大不了飞赴西宁，找两位逝者生前

户口所在派出所查询。还好，王先

生的表弟告知王先生，自己的小叔

叔目前仍在西宁生活。“你去西宁，

是否前往一次就能够办理？如果我

小叔叔能够代劳，那你就可以避免

来回跑了啊。”表弟的一番话，王

先生深表赞同。于是他请表弟联系

他的小叔叔。江叔很热心，但他的

回答也令王先生心头一紧。江叔说：

“两位逝者的情况，我查下来，我

嫂子的情况比较清晰，但老人家的

情况就很复杂了，我先去试试。”

江叔很快找到了嫂子去世的相关信

息，办了下来。原来，王先生的小

姑去世前最后的户口所在地能够查

到相关证明。而奶奶的相关证明一

时半会很难找出来。老人家去世前，

家里住的是地质局的宿舍，也就是

公房。老人家去世后，房屋交还公家。

再之后，一整片区域遇到拆迁改造，

原址已经不在了。原本此地的公安

派出所也不在了。各种查询后发现，

需要到西宁市城北区政务服务中心

查询。年已七旬的江叔从自家小区

门口打了一部车到政务中心，找到

户籍相关窗口一通查询，什么线索

都没有。其实，当年老人去世时的

相关情况，江叔都能记起来。但单

凭这些口述，政务服务中心仍然无

法给出各种证明。江叔让侄子转告

北京方面，千万别贸然来西宁了，

一时半会查不明白。他准备前往老

人生前单位查查试试。江叔一番打

探，省地质局早已演变为省自然资

源厅。省厅告知，老人是离休干部，

停发工资的时间查得到。但不能出

具去世证明。要得到去世证明，还

得去找公安局。

确认百余岁老人生死下落

王先生家里的亲戚关系确实有

复杂之处。他需要证明已经去世的

两位：一位是他祖父的第二任妻子，

他也称她为奶奶；另一位是祖父与

第二任妻子的女儿，他称她小姑。

范国刚表示，这是一个涉及多代亲

属关系的复杂继承案件，证明亲属

关系和继承顺序是法律上的重点和

难点。

“我的祖父和这位奶奶在新中

国成立以后，原本在某部委里工作。

后来支援内地，去了青海省地质局

工作。我的小姑长期随他们老两口

在西宁生活。”王先生说，“祖父

在上世纪 80 年代去世。那时候他的

后事是我父亲给办的，并且在八宝

山买的墓地，也就是说落葬在北京。

奶奶因为长期支内，已经适应高原

生活，也就一直在西宁生活。一直

到 1998 年年近九旬去世了。我的小

姑其实比我年长没几岁，然而挺不

幸的，2003 年她因病去世了。随后，

我小姑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将

他们带回上海安葬。我挺理解我姑

父、表弟的。他们是上海人，家里

在上世纪 60 年代支内去的西宁。我

姑父的父母退休后都按照政策回上

海生活了，我姑父退休后也回了上

海。他们将两位逝者的骨灰带回上

海落葬，便于每年祭扫。” 

在办理父亲的房产继承事宜时，

　　一个涉及多代亲属关系的复杂继承案件，证明亲属关
系和继承顺序是法律上的重点和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