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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判决离婚，我

就让她‘结束’在这儿”

这起离婚案件的男女当事人双

方都是聋哑人。 男方小高和他的律

师坐在原告席， 女方小温由她母亲

陪同坐在对面。

“现在开庭！” 法槌声刚落，

小温的母亲就站了起来， 指着自己

的女儿， 向我大声喊道： “今天你

敢判离婚， 我就让她‘结束’ 在这

里！” 在场的所有人， 都能够明白

这句“结束” 的意思和威胁。

小温被母亲的这一举动吓得不

轻， 眼神局促地望望我， 又赶紧低

头，双手不自觉地躲到了桌子底下。

小高似是习惯了这种场面， 身子往

后倾了倾，侧过身去，轻拍了一下桌

子，对律师做了个手势，大概的意思

是她母亲的脑子不太好使。

案情其实并不复杂。 男方再次

起诉离婚， 双方感情不和分居已超

过两年。 女方母亲也有预期， 她的

女儿女婿从法律上已经符合判决离

婚的条件， 所以异常抵触这次庭

审。 小温母亲言辞激烈地控诉， 小

高频繁快速地比划手势， 小温则沉

默不语只顾低声啜泣。

在不到两小时的庭审里， 我窥

见了他们的前半生， 以及这段家庭

关系中的“病症”：小温母亲对女儿

的婚姻不幸，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

其不争的指责； 小温木讷孤僻不善

表达， 充满对未来独自生活的恐惧

和担忧；小高成熟稳重、有事业心，

却再也不愿主动与妻子沟通。

家事法官大抵都清楚， 很多时

候我们只能做旁观者。 但是， 婚姻

中的是是非非岂是一纸判决可以干

脆利落划清？ 离婚判决从来不是唯

一的目的， 帮助双方从婚姻的一片

废墟中走出来， 各自重拾生活的信

心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你要相信，她可以活

出自己的精彩”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事人的生活

状况， 为这起纠纷寻找更好的解决

途径， 我来到女方家中， 那是他们

结婚初期共同生活的地方。

小温母亲将我迎了进去。 她在

宣泄对女婿不满和愤怒的同时， 又

忍不住开始指责女儿。

小温听不见、 说不出， 但我知

道， 她“听” 懂了。 小温担心自己

身有残疾， 脱离社会， 又没有习得

一技之长， 离婚后自己可能会失去

生活的全部依仗， 下半生该怎么办

呢？

是的， 残疾人离婚案件中， 如

何更好地保护残障人士权益， 让他

们能够自立自信走向社会？ 带着这

个问题， 我联系了小温住所地的镇

司法所， 并且邀请镇妇联、 残联进

行座谈， 一方面是从更多角度了解

当事人的生活处境和情感状况。 另

一方面， 更重要的， 是通过多方联

动， 为他们， 特别是为女方在工作

和生活上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

通过属地政府、 相关部门和社

会组织的全力协调和大力动员， 向

相关企业宣讲招录残疾人的政策优

惠， 激发企业家扶残助残的社会责

任感， 一个月后， 一家汽修公司录

用了小温从事洗车工的工作。 于

是， 在领取残疾津贴的基础上， 小

温走出家门， 走进社会， 开启了她

的职业生涯， 用自己的双手赚取劳

动所得。

当小温母亲再次与我联系的时

候， 虽然仍态度坚决， 但是语气和

缓了许多， 她对我说： “谢谢你，

陈法官。”

“不论他们的婚姻走向何方，

你都要相信， 你的女儿可以活出自

己的精彩。” 我告诉她。

一切， 开始有了转机。

“我愿意跟着爸爸，但

我也爱妈妈”

多番奔波之后， 双方终于可以平

静地坐下来谈一谈。 但是男方一句

“孩子一定要跟我！” 又险些将双方的

关系推向冰点。

离婚案件总绕不开抚养权的归属

问题。 为了了解孩子的意愿和生活状

况， 我找了一个下午前往男方家中。

我看到， 房间打扫得整洁明亮， 客厅

墙壁上贴满了 11 岁女孩的各类奖状。

小高用手语和文字向我描绘着孩

子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眼里满是自

豪。 孩子放学后， 我见到了她， 耳聪

目明、 干净灵气， 她甚至猜到了我此

番前来的原因。

“我知道爸爸和妈妈要离婚， 我

有心理准备， 我更愿意和爸爸一起生

活。” 孩子顿了顿， 眼圈有些红 ，

“但是我也爱妈妈。 我的学习还不错，

语文和英语可以自己独立完成， 数学

一直由爸爸辅导。” 孩子稚嫩的眼神

里透着坚定， 我一颗悬着的心稍稍

放了下来。

为了能够让调解顺利进行， 我

向残联申请了一位手语老师。 特别

巧合的是， 他是小高和小温在聋哑

学校读书时的班主任。

一直沉默内向的小温在见到当

年老师的那一刻， 竟然露出了笑容，

开始向老师袒露内心的想法。 原来，

小温内心也不想继续这段婚姻， 但

是提到孩子的抚养权， 小温又默默

地低下了头。 虽然她有些木讷， 但

是对孩子的爱一点也不少， 而且孩

子也将是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依靠。

父母之于子女之爱， 或歇斯底

里， 剑拔弩张； 或涓涓细流， 静默

无声。 法官的作用， 是帮助他们发

现共同的出发点， 引导他们正确表

达对孩子的爱， 把伤害降到最低。

经过一个上午的深谈， 小温和

她的母亲最终接受了离婚并且抚养

权归男方的调解方案。 同时， 小高

自愿分期补偿小温一定的费用， 帮

助她渡过眼前的难关。

“法官，您办案我放心”

案已结， 但事还未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 我又接

到小温母亲的电话， 控诉小高不按

约定让她们接走孩子。

很多时候， 离婚并不是一段关

系的彻底结束， 探视权的落实是避

免矛盾激化、 再起风波的关键。

于是， 我找了个周末的下午，

将双方和孩子约到了法庭。 在小高

的看护下， 小温见到了女儿。 小温

着急又笨拙地想要表达什么， 女儿

却一直紧跟着小高。 小温的双手迅

速张开又缓缓放下， 双脚的步子刚

刚迈开， 又像灌了铅一样重重地缩

回去。 小温母亲又着急了， 埋怨小

高不让孩子亲近妈妈， 情急之下又

说出许多伤人的话。 我及时制止了

她。

孩子来到我身边， 在我耳边轻

声低语： “我就是不喜欢我外婆这

样， 一直说爸爸坏话， 想要给我洗

脑。”

我把小温和她母亲拉到一边，

告诉她们： “对孩子不要强求， 也

不要拘泥于形式， 要真正走进孩子

的心里。 孩子学习也很忙， 如果带

走不方便也不愿意， 我们也可以从

每晚的视频聊天开始。”

听了我的话， 小温缓缓地走过

去， 坐到女儿身边， 捋了捋女儿额

前散落的刘海， 从口袋里拿出发卡

帮她夹住， 就像每天清晨为女儿梳

妆的母亲们一样。

夕阳的余晖从法庭的窗口斜斜

地洒进来， 照在每个人的脸上， 他

们的眼中虽有疲惫， 却掩不住更亮

的光。

一段时间后， 我又接到了小温

母亲的电话。 她有些哽咽地絮絮叨

叨地讲述小温逐渐开朗了， 每天出

去上班， 晚上会和孩子通过视频电

话聊聊天……

“陈法官， 真的谢谢您。 以后

我如果还有案子就找你办， 您办案

我放心！” 听到她的话， 我笑了，

“希望以后你们家一帆风顺， 不要再

有纠纷。 万一以后有别的案子， 谁

办都一样， 我们法官都一样。”

（作者为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

院奉贤新城人民法庭副庭长）

□ 陈蓓

做法官这些年，有过收获，有过挫折，也有过疲惫，甚至有过心力交瘁。每每遇到艰

难，我都会问自己：我要做一名怎样的法官？

有优秀的同仁说：“裁判文书是法官最好的名片”， 有优秀的前辈说：“当事人的信

赖，是法官最美的勋章”。

在民事条线工作的这十几年，方寸法庭之内，我目睹了不少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虽不是当事人生活际遇的参与者，却必须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为他们做出“抉择”。 当他

们将一团乱麻的人生摆在法庭上，我真的仅是个居中裁判者吗？ 我还能为他们再做些

什么？

带着这样的困惑，我遇到了这样一起离婚案。

当他们的婚姻

走向终点

我还能

再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