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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4_BF_E5_87_BA_E5_c107_336927.htm 丈夫沉溺赌场置妻

女不顾，心灰意冷的妻子“望女成凤”，将女儿送到澳大利

亚就读高中和大学，因此欠下30多万元债务。夫妻俩因离婚

诉讼至法院，女儿已经成年，父亲是否应为30万元的债务“

买单”？昨日，中山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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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社将保留法律追究权利。 Http://www.zsnews.cn 夫妻恩爱，

幸福生活羡煞旁人 小琴与阿林因工作关系认识，慢慢交往后

，小琴发现阿林工作认真细心、待人诚恳，是一个不错的青

年；在阿林的眼里，小琴是一个勤劳能干、善解人意的女孩

，彼此均有好感。经过三年的相处，小琴和阿林都认定对方

就是自己所要寻找的人生伴侣，1981年12月，双方在亲朋好

友的祝福中进行登记结婚。婚后夫妻相敬如宾，恩爱有加

。1984年3月11日大女儿文思降临人世，给这个小家庭增添了

许多欢乐。1992年9月27日，二女儿文淑出生。夫妻恩爱，大

女儿聪明懂事，小女儿活泼可爱，每天都是欢声笑语，在外

人看来，他们一家四口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 丈夫嗜赌，引

发夫妻感情危机 幸福归幸福，可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婚后生活并不像小琴想像的那么美好，如意郎君也不是自己

以前感觉的这么值得信赖。结婚不到一个月，阿林就背着妻

子去外面赌博，无意中被小琴发现，小琴当时甚为恼火，责

备一番后也未太放在心上。不过此后丈夫三番五次悄然离家



不见人影，渐渐引起了妻子的的警觉，经向丈夫的同学、朋

友打听，才知阿林早就染有赌博的不良习性，妻子突然有种

上当受骗的感觉，夫妻之间开始有了争吵。但为了女儿的健

康成长和家庭幸福，身为妻子的小琴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去引

导和改造丈夫，让他逐渐戒掉赌博恶习，改邪归正。然而让

小琴失望的是丈夫本性难移，一直嗜赌如命，根本没有悔改

之意，而且变本加厉，发展到为了赌博长期有家不归。

自1992年4月起竟未向家里交过一分钱生活费，对两个女儿也

不闻不问，夫妻感情日渐淡薄。 女儿渐大，妻无奈起诉离婚 

夫妻之间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恩爱，两个女儿看到父母争吵，

也开始变得沉默不爱说话，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一眨眼，大女儿文思就已经到了上高中的年龄了，1999年9

月文思进入我市某高中就读。2001年4月，上完高中二年级的

文思为了充实自己，便与母亲商量出国留学，小琴为了女儿

的前途着想，决定同意供文思到澳大利亚上学。可是小琴独

自一人支撑这个家庭，哪来这么多钱支付出国留学所需的巨

额费用。为了不让大女儿失望，小琴决定向亲朋好友借款

。2002年4月，年满18周岁的文思如愿来到澳大利亚语言学校

（高中）学习，2004年1月，文思就读于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天

主教大学护士本科。 看到女儿长大成人，身为母亲的小琴倍

感欣慰，但名存实亡的婚姻就像压在心底的一块石头，始终

让她无法喘息。痛定之下，2005年9月13日，小琴向法院起诉

离婚，并要求阿林承担供大女儿文思出国留学所举的债务；

同时小女儿文淑由其抚养，要求阿林每月给付500元的生活费

。 法院判决，父母应为在读高中的子女教育费买单 在法庭审

理中，小琴称，为了给大女儿文思交纳在国外的学费和生活



费，借款人民币315000元、港币10000元，为证明该债务，小

琴提供了13份借据以及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馆认证的书证，并

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经法院查实：2004年前向他人借款8万元

，2004年2月小琴又借款4万元，共计人民币12万元，均用于

文思留学所需。在诉讼中，法院征询小女儿文淑的意见，其

表示愿意随母亲一起生活。 因为双方感情确实已经破裂，阿

林同意离婚，但以失业无收入为由只愿每月支付小女生活

费300元，且辩称对大女儿文思到国外读书并不知情，母女俩

均没有和他商量，而且大女儿出国读书时已年满18周岁，其

没有义务承担该笔费用。 昨日，中山市人民法院作出准许小

琴与阿林离婚的一审判决，判决认为大女儿文思在2004年1月

前出国读高中时，虽已成年但仍为不能独立生活者，小琴为

了供其读书所举的8万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清偿

，而读大学所举的其他债务则不予认定。小女儿文淑由小琴

抚养，阿林按每月400元支付抚养费至文淑18周岁止。 法官说

法： 高中毕业前，父母仍应承担成年子女教育费 关于本案所

涉及的焦点是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即子女教育费负担问题？

《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

务⋯⋯父母不履[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