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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万元借款
4个月“滚”成16.3万

高先生是杭州人，平时自己做点小生

意，日子过得还算顺心。

然而，2016年却是高先生噩梦的开

始。那年6月，高先生的资金周转遇到了

点小麻烦，于是通过街头广告，认识了专门

从事民间借贷的梁某。按照双方约定，高

先生向梁某借了34000元，借款期限为一

个月，如未能按时还款高先生需要承担每

天500元的违约金，同时他还将自己的房

产证抵押给了梁某。

刚开始，听说这么高的利息，高先生还

有些犹豫，但因为急需用钱，金额也不算

大，而且一个月后肯定可以还上，高先生也

就放下了顾虑，当场写了34000元的借

条。不过，高先生实际只收到手机转账

27700元，与约定的金额相差了6300元。

根据梁某的说法，这就是民间借贷俗称的

“砍头息”。既然有求于人，高先生只好按

照“规矩”办事。

一个月的还款日期很快就到了，但高

先生手头一直很紧，短时间内无法顺利还

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借款利息越滚越高

……

2016年9月30日，高先生仍然没有还

款，梁某带着3名男子上门催讨。在梁某

等人的威胁恐吓下，高先生不得不应对方

要求写了两份借条和收条，一份落款时间

是2016年9月30日，上面写着高先生向

梁某借款60000元；另一份落款时间是

2016年10月30日，写明高先生向梁某借

款69000元。

不过，高先生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

上。在他看来，这两份借收条只是用作逾

期还款的担保，等自己把之前的借款还上

了，也就自动作废了。于是，高先生把大部

分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的生意上，希望尽快

赚钱还清债务。

2016年10月，手头有些宽裕的高先

生，第一时间找到了梁某还钱。双方经过

协商，34000元的本金加26000元的利息，

高先生一共还了梁某60000元。

终于还清债务的高先生顿时感到轻松

了许多，于是找到梁某要求归还他当初抵

押的房产证。

高先生的要求无可厚非，可是他真的

能如愿吗？

“白纸黑字”的借收条
竟成了法庭上的关键证据

“钱还没还完，要什么房产证？”梁某一

口回绝了高先生的要求。

听了这话，高先生懵了，随后却是难以

置信。只见，梁某拿出了当初高先生亲笔

书写的两份借收条，共计12.9万元。也就

是说，梁某手中目前共有三份借条，共计

16.3万元，如今高先生只还了6万元，还有

10.3万元的欠款没有还清。

除此之外，梁某还拿出一份《承诺书》：

借款人高某欠梁某100000元，20000元

先还，之后再还 80000 元，落款日期为

2016年12月9日。

按照梁某的说法，因为高先生一再请

求自己少一点，自己才“好心”地让出了

3000元，只要求归还10万元，已经够义

气了。

听了梁某的这番说辞，高先生也是有

苦难言：自己并没有收到12.9万元的借

款，但是两份借收条和《承诺书》的确是自

己写的，上面还有自己的签名和手印，白纸

黑字。

无奈之下，高先生只能一拖再拖，但梁

某显然并不打算拖下去，再次带人上门追

讨，甚至出现人身威胁，这让高先生终日担

惊受怕。

大概过了大半年，高先生突然收到了

一份法院传票，原来梁某拿着他写的借收

条和《承诺书》到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高

先生归还借款10万元和相应的利息。面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官司，高先生只能委托

律师应诉。但是，对方是有备而来，从证据

上分析，高先生的败诉风险很大。

按照律师的分析，高先生想要打赢这

场官司只能从两张借收条入手，至于《承诺

书》是基于两份借收条有效的前提下才

生效。

法庭上，梁某坚称这两份借收条是高

先生分别在2016年9月30日和10月30

日书写的，借款也是在这两个日期给了高

先生，《承诺书》也是落款日期当天所写。

而高先生却说，这两份借收条和《承诺书》

都是2016年9月30日在梁某的威胁下一

次性书写而成，并且没有收到任何款项。

双方各执一词，但这也正是这场官司

的关键突破口。只要弄清楚谁在说谎，这

场借贷纠纷也将会真相大白。

字迹、手印留下线索
鉴定人抽丝剖茧揭开谜底

为了还原事实真相，法院委托浙江汉

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对两份借收条

是否同一支笔书写进行鉴定，并鉴定两份

借收条和《承诺书》上的字迹是否都在同一

时间书写，上面的指印是否是同一时间

捺印。

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痕迹室主任、

文书鉴定人许明良很快投入到该案件中。

经过细致的分析、比对，许明良很快发现了

线索。

“首先是字迹上看，两份借收条的字迹

笔画笔痕、粗细、露白、笔墨色泽、墨水流

量、洇散程度等特征上存在诸多符合点，可

以判定是同一支笔书写。”许明良解释说，

每一支笔的书写都有自己的特征。相反，

《承诺书》上的字迹与两份借收条就有很大

差异。

其次，在文检仪的观察下，两份借收条

的色泽、纤维结构等特征在紫外光反应、荧

光反应上也相同，可以判定属于同一批次

的纸张。还有两份借收条上的指印按捺角

度、方向基本相同，印油色泽相同，前一指

印的残留物遗留在后次指印上，可以推测

是一次性连续按捺形成。

同样，《承诺书》的纸张色泽，指印按捺

的角度和方向，甚至是印油的颜色，与借收

条都存在明显差异。

在检验过程中，鉴定人还发现一个容

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在10月30日的借收

条上发现有压痕，经过对比，该压痕就是9

月30日借收条上的字迹。

综合以上各类线索分析，再结合高先

生和梁某在法庭上的陈述，浙江汉博司法

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果：“2016年9月30

日”的借收条与“2016年10月30日”借收

条上字迹是同一支笔书写形成，且为同一

时间段一次性书写形成。但两份借收条与

《承诺书》上的字迹和指印不是同一时间段

形成。

梁某在撒谎，高先生提出的三份文件

是同一时间书写也存在误差。最终，结合

其他证据、笔录，法院认为2016年9月30

日和10月30日的这两份借条不是高先生

的真实意思表达，借款也并未交付，故驳回

了原告梁某的诉讼请求，对于梁某在法庭

中的虚假陈述，妨碍正常的司法程序等不

诚信的诉讼行为，法院将另行进行处罚。

借借33..44万却要还万却要还1616..33万万
白纸黑字的借收条成白纸黑字的借收条成““铁证铁证”？”？
字迹字迹、、手印都是线索手印都是线索，，专家层层揭开专家层层揭开““套路套路””真相真相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鉴定人说：
民间借贷当中“套路”

重重，借款人务必要看清合

同内容后再签名、捺印。借

款时最好通过银行转账，不

要用现金，保存好借款材料

与转账记录并收集录音、视

频等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最重要的是，要增强法治意

识，时刻谨防陷阱，如果需

要借钱，可通过正规合法渠

道贷款，切勿触碰高利贷。

明明只借了3.4万元，连本带利

还了6万元后，本以为从此债务两清

了，结果对方却拿着“证据”到法院起

诉，要求再还10万元……直到那时，

高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入了套，但在白

纸黑字的“铁证”面前也只能是哑巴

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是高先生欠债不还，还是对方虚

假诉讼？这场民间借贷的背后到底

有什么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