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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  第十課  列王紀 

列王紀上簡介 

• 列王紀是繼撒母耳記講述以色列人建國史的續篇。希伯來文古卷原為一冊，不分上下，在七十士

譯本中與撒母耳記合為一書，稱為王國記。 

• 本卷以大衛晚年的事為開始，接著記敘所羅門的豐功偉業，此時為了外交和貿易，所羅門開始容

納外邦信仰。 

• 人民因賦稅與勞役痛苦日甚，及至所羅門死後便一分為二，南國和北國於是產生。 

• 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等，以生命來疾呼「要知道耶和華是神」。 

列王紀下簡介 

• 一分為二的王國，很快就殞落，先是淪為鄰邦的附庸，繼之國王被囚，百姓被擄。 

• 先知以利沙、以賽亞，還有不少無名先知，奔走呼號，要百姓專一敬拜耶和華。 

• 作者寫南、北國史，盡可能兩相對照，褒獎善王，譴責惡王，本卷勉強可稱作善王的，只有南國

的希西家和約西亞。 

文學分析 

一.記載的順序 

1. 作者首先記載所羅門王的統治（王上二12～十一43） 

2. 接著寫下分裂的事件（王上十二～十四） 

3. 然後故事依循兩國歷史前進，作者在各個國家同時作王的王朝中穿梭往返;記完一個王國某王的

記錄，就換邊記另一個王國在該王時代登基之王的事（王上十五～王下十七）。 

4. 故事循環於南北兩國之間，直到北國被亞述所擄。南國的故事一直到巴比倫的入侵、耶路撒冷 

被毀，以及約雅斤在被擄期間得著釋放為止（王下十八～二十五）。 

二.各君王故事的架構 

• 前言說明 

1. 登基說明 

2. 年齡 

3. 執政的年數 

4. 祖先 

5. 神學或道德的評估 

• 結論說明 

1. 來源參考 

2. 死亡說明 

3. 繼位說明 

三.其他 

• 作者很注重猶大國大衛王室的延續，以表明神對祂應許的信實（撒下七）。 

• 所以亞他利雅時，並沒有用這架構，她是篡位者，不夠資格作王。 

• 前言與結論說明之間，作者放入各種資料，每個王至少記下一件事作紀念，大半與軍事行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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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上大綱 

• 所羅門繼大衛為王（一1～二46） 

• 所羅門的時代（三～十一） 

1. 所羅門的智慧（三1~28） 

2. 政改和政績（四1～34） 

3. 建聖殿（五1～九9） 

4. 造王宮、擴大海路貿易（九10～十29） 

5. 所羅門干罪（十一1～十一43） 

• 統一的王國分裂為二（十二1～二十二53） 

列王紀下大綱 

• 分裂後的王國和先知的聲音（一～九） 

• 北國以色列的衰亡（十～十七） 

• 南國猶大的中興與衰落（十八~二十三30） 

• 耶路撒冷淪陷，以色列民被擄（二十三31～二十五） 

神學信息 

一.猶大被毀和被擄的原因 

1. 申命記式的歷史主要記載這國家未能持守與神所立的約。常常不順服，以致惹神發怒，導致毀

滅。 

2. 被擄不是神的失敗，未能持守應許，反倒是神在彰顯祂的作為，藉審判這個國家的過犯來表明

祂的聖潔。 

3. 被擄的事件，證明神在掌管歷史，而巴比倫的軍隊只是在執行祂的命令。 

二.以申命記律法評估北國與南國的歷史 

集中敬拜（申十二） 

1. 在曠野時期，人民在可移動的會幕敬拜，一旦進入迦南地，神會選一個地方居住（申十二5），

以色列人不可隨心所欲在自己喜歡的地方敬拜（申十二8～14）。從前居民敬拜的地方全部都要

毀掉（申十二1～4）。 

2. 北國的金牛讀：王國分裂為南北國之後，北國在但與伯特利設立聖所來抗衡，移轉北方諸支派

的宗教熱忱，不再集中耶路撒冷—神所選擇的地方（王上十二25～30）。 

3. 南國的邱壇：雖然聖殿在南國的首都，但邱壇仍然興旺，並未照神的命令毀掉，雖然所羅門從

基遍的邱壇得到神所賜的智慧（王上三3～4），但他也受到邱壇的迷惑（王上十一7～13），至

終損及他的國家。 

4. 作者用耶羅波安所造之壇，衡量以色列諸王。同樣，他也用邱壇評估猶大諸王。 

5. 猶大的希西家和約西亞不但忠於聖殿，也清除邱壇。另有六位王，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卻容讓邱壇興旺。剩下的幾位，則親身參與邱壇的異教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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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羅波安和以色列諸王的罪 

耶羅波安 王上十一 26、28、29、31，十二

26、31，十三 1、4、33、34，十

四 16 

約阿施 王下十三 11、13 

十四 16 

拿答 王上十五 29～30 耶羅波安Ⅱ 王下十四 24 

巴沙 王上十五 34，十六 2～3、7 撒迦利亞 王下十五 9 

心利 王上十六 19 米拿現 王下十五 19 

暗利 王上十六 26 比加轄 王下十五 24 

亞哈 王上十六 31，二十一 22，二十二

52 

比加 王下十五 28 

約蘭 王下三 3、九 9 總評 王下十七 21 

耶戶 王下十 29、31 約西亞 王下二十三 15 

約哈斯 王下十三 2、6   

 

列王紀中的邱壇 

所羅門 王上三 2～4，十一 7 亞撒利雅/烏西雅 王下十五 4 

耶羅波安 王上十二 31、32， 

十三 2、32、33 

約坦 王下十五 35 

羅波安 王上十四 23 亞哈斯 王下十六 4 

亞撒 王上十五 14 何細亞（北國最後

一位王） 

王下十七 9、11、29、32 

約沙法 王上二十二 43 希西家 王下十八 4、22 

約阿施 王下十二 3 瑪拿西 王下二十一 3，二十三 5 

亞瑪謝 王下十四 4 約西亞 王下二十三 8、9、13、

15、19、20 

 

三.王國（申十七） 

1. 王權的運用，首要的是君王必須看重全國以宗教為中心的取向，列王紀是追溯南北二國諸王皆

未負起責任。 

2. 只有南國的約西亞，他有照律法書的書卷行事。 

3. 唯有忠心順服神的君王，才能長久治國。 

四.先知話語的功效（申十八9～22） 

1. 被擄事件不是神沒持守祂的應許，而是兌現先知過去對這國家的警告，更加堅固人的信心。 

2. 「耶和華使迦勒底軍、亞蘭軍、摩押軍，和亞捫人的軍來攻擊約雅敬，毀滅猶大，正如耶和華

藉他僕人眾先知所說的。」（王下二十四2） 

五.在被擄期間，神仍對大衛的後裔施恩（約雅斤獲釋，王下二十五27～30）。本卷的結尾隱含盼望— 

   神會繼續記念祂對大衛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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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新約 

一.神忠於對大衛的應許 

1. 作者陳明，猶大王朝延續了三百五十餘年，在本書的結尾仍有盼望，即使在被擄中，或是在外

邦人統治之下，神的恩惠仍臨到大衛後裔。 

2. 新約顯示，在羅馬人統治期間，這樣的盼望仍存在以色列人當中。 

3. 福音書的作者很注意回溯耶穌的家譜，顯明祂是大衛的後裔，符合大衛子孫的頭銜，是神賜大

衛那應許之國的繼承人。 

二.以利亞和以利沙VS 施洗約翰和主耶穌：舊約的結束提到以利亞將要再來（瑪四5、6），耶穌也形

容約翰為「那應當來的以利亞」（太十一14、十七12）。 

1. 以利亞的穿著特別（王下一7～8），與福音書作者馬太對施洗約翰出來傳道時的介紹（太三4），

有極大的相似。 

2. 以利亞和施洗約翰都面對政治上的反對勢力，主要的敵人都是女性，這兩個女人都想要他們的

命。以利亞的對頭是耶洗別（王上十九2、10、14），施洗約翰的對頭是希羅底（太十四3～12）。 

3. 以利亞和施洗約翰都在約但河膏他們的繼承人。以利亞是以利沙的先驅，正如施洗約翰是耶穌

的先驅。路加福音作者也指出，約翰「必有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路一17）

並且約翰將完成瑪垃基歸給以利亞的使命「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瑪四6）。 

4. 以利沙的故事充滿神蹟，同樣，神為祂兒子作見證時，也施行許多神蹟（來二3～4）。當約翰

差人問耶穌：「那將要來的是你麼？」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

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太十一4～5）這份清單，主要是以利沙所行過的神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