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日留学坠入爱河

陈女士早年曾在日本留学， 她靠

课余时间打工的收入不但减轻了家里

的负担， 还存下不少钱。

然而， 勤俭持家的她， 在感情的

道路上却没能一帆风顺。 在结识了同

在日本留学的张先生后， 她迅速坠入

爱河。

1996 年， 二人回国工作并登记

结婚。 但由于交往时间较短， 彼此缺

乏深入的了解， 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

埋下了隐患。

其实， 在陈女士与张先生刚交往

时， 张先生就表现出暴力倾向。 但陈

女士基于对这段感情的珍惜， 一直选

择宽容与忍让。

然而， 陈女士的一味忍让并未换

来丈夫的悔改， 在女儿出生后， 丈夫

的家暴行为更是变本加厉， 甚至当着

女儿的面对她施暴， 把年幼的女儿吓

得哇哇大哭。

粗暴对待妻子的同时， 张先生还

曾因为嫖娼被公安机关拘留。

丈夫长期的家暴和对感情的不忠

使得陈女士对这段婚姻失望透顶， 萌

生了离婚的想法， 但念在女儿年幼，

陈女士便勉强维持着这段名存实亡的

婚姻。

房产要被分走一半

在女儿年龄稍长之后， 陈女士决

心摆脱这段不幸的婚姻， 于是向法院

起诉离婚。 但诉讼中， 陈女士发现此

时离婚分割财产面临一个棘手的问

题。

陈女士与张先生结婚时， 她希望

双方婚后能买一套新房， 但张先生说

他没有那么多钱。

于是， 陈女士决定自己出资购

房。 她盘算了一下， 自己在日本打工

和回国工作期间攒下一些积蓄， 一直

由父母保管和理财， 她在结婚前曾借

给哥哥一笔钱， 再加上父母的资助，

应该可以凑齐购房款。

于是在结婚当年的 12 月到次年

8 月， 陈女士分五笔支付了房款。

2000 年的春天， 正式取得了房屋的

产权证。

而到了离婚时， 这套陈女士一人

出资的房子， 成了他们夫妻共同财产

中最主要的一项财产。

陈女士咨询律师后得知， 婚后购

买的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并且双

方的婚龄长达近 30 年， 如果真要离

婚分割房产， 男方很有可能分走一半

份额。

“明明房款都是我出的， 房子还

登记在我一个人名下， 男方一分钱不

出不付， 嫖娼出轨， 还住了这么多

年， 凭什么我要给他分一半呢？” 带

着这样的焦虑和疑问， 陈女士找到了

我们。

日记账本成为关键

我们梳理案情后发现， 虽然陈女士

认为自己是婚姻中的无过错方， 且房款

是她支付的， 但双方婚龄长， 房子又是

婚后购买， 她很难争取到较大比例的份

额。 1996 年， 市场交易还主要依靠现

金， 陈女士购房也是如此， 每笔房款都

缺乏银行流水， 想要证明购房款全部来

自陈女士个人和父母则困难重重。

但我们了解到， 陈女士和她的父亲

都有写日记和记账的习惯， 我们敏锐地

意识到， 日记和账本中可能会留下蛛丝

马迹。 经过陈女士的仔细回忆与翻找，

我们找到了当年的账目记录， 对购房资

金有着清晰的记载。

通过翻看一本本日记， 我们找到了

陈女士的父亲帮助女儿打理婚前财产的

记载， 也找到了陈女士结婚后， 父亲从

证券公司取出钱款用于购房的记录， 其

中一条记载： “1996 年 4 月 30 日星期

二， 10:30 证券公司取款， 总共 10000

元， 下午 15:20， 房产公司看房缴款。”

为了证明当年日记和账本内容的真

实性与准确性， 我们指导陈女士和家人

调取当年账本中记载的其他款项的记

录， 比如股票交易流水。 经过梳理核对

我们发现， 当年的股票流水可以与日记

和账本中的记录相匹配， 这一下子增加

了我们增加财产分割比例的信心。

与此同时， 我们也获取了一份张先

生与姐姐的聊天记录， 其中表示当年购

房是陈女士父亲经办的， 他不清楚具体

情况。 这表明张先生当时并没有与陈女

士共同购房的意愿和行动， 如今却想坐

享其成。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在庭审中，

购房款的来源果然成了争议焦点。 我们

深知，清晰、直观的证据展示往往能更有

效地说服法官。为此，我们为陈女士精心

制作了一份表格， 列明购房合同上每笔

款项的金额、来源、支付时间、支付方式，

还附上了相应的证据材料， 证明购房款

中大部分款项来自女方的婚前财产。

经过庭审， 法官逐渐认可了陈女士

在购房款中有着更大贡献这一事实。

此外，我们还为陈女士据理力争，指

出在财产分割中应遵循公平原则， 照顾

无过错方和女方的权益， 提醒法庭考虑

陈女士在整个婚姻期间的付出与贡献，

以及张先生嫖娼与长期家暴的事实。

不久后， 我们收到了法院的判决，

我们成功帮助陈女士争取到了 65%的房

产份额。 法院也认定张先生对双方婚姻

的破裂负有过错，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

任， 判决张先生向陈女士支付精神损害

赔偿。 拿到判决书后， 双方均未上诉。

事后回想， 一个小小的记账习惯，

竟然成了撬动案件的一个支点。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李凝未 杨舒涵

  我国 《民法典》 针对夫

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认

定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

十二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

产，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

夫妻共同所有：

（一） 工资、 奖金、 劳

务报酬；

（二） 生产、 经营、 投

资的收益；

（三 ） 知识产权的收

益；

（四） 继承或者受赠的

财产， 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

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 其他应当归共同

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 有平

等的处理权。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

十三条则规定， 下列财产为

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一 ） 一方的婚前财

产；

（二） 一方因受到人身

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三） 遗嘱或者赠与合

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

用品；

（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

的财产。

离婚时， 夫妻的共同财

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议不

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

的具体情况 ， 按照照顾子

女、 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

原则判决。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

在婚姻关系中， 对于大额财

产的收入和支持， 应当留心

收集和保存相应的证据。

在本案中， 如果陈女士

和父亲没有写日记和记账的

习惯， 并保留着这些记录 ，

那么想要证明购房款全是她

用个人婚前财产出资就困难

重重。

此外， 对于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父母赠与的财产， 最

好与父母签订一份单方赠与

的协议 ， 让父母 “白纸黑

字” 地明确是赠与自己子女

这一方， 那么一旦离婚， 相

应的财产就不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 也就不需要分割了。

婚内收入与支出

注意留存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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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在 1996 年结婚时， 用个人婚前财产出资购买了
一处房产。 时间过去了将近 30 年， 当她面临离婚时， 却发
现由于当时是用现金支付房款， 因此缺乏转账凭证这样的证
据。

幸好， 她想到自己一直有写日记和记账的习惯， 从这些
记录里， 也许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早年出资购房

离婚面临分割

找到日记账本

如愿多分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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