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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二十 

 

一、名词解释  

法理学  法律效力  法律规则  正式解释  法系  

二、简答题  

1、  简述法律规范作用的内容。  

2、  简述法治与法治国家的含义。  

三、分析题（仔细阅读下面的材料，简要回答材料后面的问题）  

1944年，一个德国士兵在奉命出差执行任务期间，回家短暂探亲。有一天，他私下里向他妻子说了一些他对希特勒及纳粹党其他领导人

物的不满。他刚刚离开，他的妻子因为在他长期离家服兵役期间“已投向另一个男子的怀抱”，并想除掉她的丈夫，就把他的言论报告

给了当地的纳粹党头目。结果，他丈夫遭到了军事特别法庭的审讯，被判处死刑。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未被处死，又被送到了前线。

纳粹政权倒台后，那个妻子因设法使其丈夫遭到囚禁而被送上法庭。她的抗辩理由是：据当时有效的法律，她丈夫对她所说的关于希特

勒及纳粹党的言语已构成犯罪。因此，当她告发她丈夫时，她仅仅是使一个罪犯归案受审。  

这个案件以及类似的一系列案件，使得二战后针对战争问题的审判在法律与道德问题上陷入了一个困境，如果严格坚持实证主义的“法

律就是法律”的观点的话，那么，类似像告密者这样的人就不能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如果要惩罚这些人的，我们依据的似乎不是法

律，因为他们并没有违背当时的法律，而是依据法律之外的道德原则。据当时的某些报道说，德国的法院正是这么做的，对这个案件，

德国的法院援引了“良知”和“正义”之类的观念，认为“妻子向德国法院告发丈夫导致丈夫的自由被剥夺，虽然丈夫是被法院以违法

的理由被宣判的，但是，这种法律‘违背所有正常人的健全良知和正义观念’。” 后来的许多案件都采用了这种推理方式，在有些案

件中，法院明确宣布，“完全否认人格价值和尊严的法律不能够被看作是法。”  

针对二战后德国法院面临的困境，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的领军人物哈特教授和富勒教授爆发了一场大论战。1958年《哈佛法律评

论》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哈特教授的“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以及富勒教授反驳这种观点的“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

教授”这两篇著名的论文。随后，哈特教授于1961年出版了《法律的概念》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回答富勒教授的批

评；富勒教授则于1964年出版了《法律的道德性》一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批评哈特主张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论。1965年哈特教

授撰写对《法律的道德性》一书的书评，而富勒在1969年《法律的道德性》再版的时候回答了哈特的批评。在这次反复的论战中，许多

法学家纷纷加入其中，或支持哈特或支持富勒。  

对于联邦德国法院的这种做法（后来的材料表明，实际上联邦德国法院并没有这样做，哈特和富勒论战时依据的是不实的报道）是否明

智，哈特明确表示了疑问。在哈特看来，面对这种困境，除了诉诸自然法之外，我们必须面对两个选择:“其一是免除对该女子的惩

罚，人们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件坏事。其二是惩罚该女子，这时，人们必须面对适用溯及既往的法律的事实”。我们必须明白，当惩罚该

女子时，我们只是在两个邪恶中选择其一：要么使该女子免受惩罚，要么放弃法不溯及既往这一大多法律体系都接受的珍贵道德原则。

我们从伦理史上学到的唯一的知识是：解决道德难题的办法便是不要隐藏它。因此，两害之中取其轻者，应当发布一项溯及既往的法

令，惩治战争期间以告密及其他手段恶意剥夺他人生命的罪行，而不应宣布纳粹的法律不是法律。富勒教授则支持联邦德国法院的这一

做法，他提出了著名的“法律内在道德”论（即所谓法治八原则），认为一个法律制度应当“存有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道德水平降

到某一点一下，那么就可说该法律制度丧失了其功能，因为它不能具备要求它的公民服从它的权力。法律必须：具有充分的普遍性；公

开发布；是可预期的，不得溯及既往；含义明确，是可理解的；不矛盾；能够实现，不能要求人们做不倒的行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不能经常变动；官方行为必须与公布的规则保持一致。这八条原则被称作法律的“内在道德”，是一个法律制度能够成其为法律的底线

的要求。纳粹用以惩治反对国社党（纳粹党的正式名称）及其领袖的言论的一些法令是没有公布的“秘密法”，这违反了法律的内在道

德，因而战后德国法院就可以据此宣布其无效。  

问题1、你认为战后联邦德国法院可不可以宣布纳粹法令无效从而惩治告密者？为什么？  

问题2、富勒教授的意思似乎是说，如果法律满足了“内在道德”的要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在内容上也就不会过于邪恶，也就是说，法

治原则可以制约统治者不能发布体现邪恶价值准则（例如种族歧视、扼杀言论自由等）的法律。哈特教授反驳富勒教授说，“法治八原

则”只是体现了立法的“良好的技巧”，它有助于立法者有效率地实现自己的目的，但它本身不是道德。他用一个著名的类比来说，投



毒也需要技巧，诸如“毒药必须足以致命、毒药不能体积过大无法吞咽”等，但这些是不是也可以称作“投毒的内在道德”呢？据此，

哈特认为“法治”是一柄双刃剑，可以用来为好的目的服务，也可以用来为邪恶的目的服务。你对这些说法是怎么看的？为什么？  

问题3、根据上面的材料，你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联系？为什么？  

四、论述题  

1、  结合自己的认识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  

2、  比较资本主义两大法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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