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代志上綜覽(楊震宇) 
 

【《歷代志上》綜覽】──大衛王朝建立的詮釋 

【宗旨】本課幫助我們熟悉並掌握《歷代志上》的內容──《歷代志上、下》是根據聖靈的默示來解

釋猶大人的歷史。本書對以色列族的家譜記得非常詳細，乃是為著表明神與人創造的關係，也指出神

與人立約的關係；而所記載大衛的歷史，乃是詮釋大衛王朝的建立和聖殿及敬拜的關係。本書的主要

事實：選民之族譜、掃羅的敗亡和大衛在耶路撒冷作王歷史的詮釋；以及主要人物：大衛。 

（一）本書幫助我們認識神子民的歷史是以猶太人的歷史為中心，而猶太人的歷史則是以大衛王朝為

中心，而大衛王朝的歷史則又以聖殿為中心。故本書注重聖殿的敬拜，祭司、利未人、唱詩班

和守門的人等等，是為神子民生活的中心。那我們生活的中心又是什麼呢？ 

（二） 本書幫助我們從選民之族譜，看見神的旨意、預定、揀選，和為人預備的救恩；並從被擄後歸

國的以色列人的名字，而看見藉著神子民失敗的經過，說出神對大衛的應許之約永不改變，因

祂必成就永遠的計畫，直至基督榮耀之國度的實現。那神對我們的計劃与安排又是什麼呢？ 

（三） 本書幫助我們認識大衛一生的事蹟，乃是建造聖殿的心志和保持與神親密的關係。所以神說，

大衛是合乎我心意的人(徒十三22)。那我們向神的心志與神的關係又如何呢？ 

【背景】猶大國於主前 586 年被巴比倫所滅，人民大體被擄至巴比倫地，到主前 539 年，巴比倫亡於波

斯，古列王於主前 536 年准許猶太人回國，首批回歸者由所羅巴伯和耶書亞帶領。返回耶路撒冷和猶太

地的人，面對不少問題:第一他們不再是一個獨立國家，常被其他民族欺凌；第二不少人曾見異教神廟

和外邦帝國的繁華，也受異族文化思想的影響，對聖殿的敬拜、屬靈的領導、神要復興猶大國等信念

受到衝擊；第三回國後起初的熱心和愛心很快便冷卻了，對聖殿的重建忽略了(後歷經波折，於百難下

才完成)，對聖殿的祭祀也疏忽了；第四有人更與外族通婚。作者有見及此，便修成此書，好引導自己

同胞，回到過往的歷史，尋找國家復興之道。 

本書希伯來文原名──dibre hayyamim， 意及「昔日/歷代的日記/記事」，是追溯人類歷史直至以色列人

被擄到巴比倫，後波斯王古列諭旨重建聖殿的猶大國歷史。《歷代志》原本沒有上、下之分。當猶太人

編匯舊約正典時，曾把它放於最後一卷，有一說是根據舊約頭一位和末一位殉道者而編。馬太福音二

十三 35 節，「從亞伯的血起直到…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提及舊約頭一位和末一位殉道者(亞伯記載於創

四 10；撒迦利亞則記在代下二十四 22)。末一位殉道者所取材的，就在本書(太二十三 35，比較創四 10

及代下二十四 22)。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將它分為上、下兩冊， 並稱此書為「補遺」，即補敘《撒母耳記》

與《列王紀》之遺漏，但此與事實不大相符。中文名《歷代志》乃源於聖經拉丁文譯者耶柔米(主後 340

～420)，也算合宜。 

本書未記作者，但猶太人傳統均認為是文士以斯拉所寫，不少聖經學者皆同意此看法，因為(1)它的文

辭、體裁、句法都和以斯拉記、尼希米記極為相似；(2)它是在被擄歸回以后寫的(代上九 1～2)，以斯



拉就是那時代的人；(3)以斯拉是亞倫的第十六代孫(拉七 1～6)，熟悉祭司、聖殿、事奉的條例，所以

書中對于這些事記載得特別詳細；(4)《歷代志下》与《以斯拉記》是相連接的，比較代下三十六章 22

～23 節，以斯拉一章 1～4 節，兩處的話語幾乎是相同的。 

《歷代志上》頭九章的族譜顯示，此書是被擄歸國的人在耶路撒冷安頓好了之後編成的。故本書寫作

間可能在主前450年後，在以色列民被擄歸回以後所寫(代上九1～2)。代上三17～24節有關所羅巴伯的族

譜，表明此書成書日期約在以斯拉及尼希米之晚年(約公元前450～425)。本書寫作時地為迦南地。本書

的內容除族譜外，所包括的時間約有四十一年，自主前一○五六年起，至主前一○一五年止。 

《歷代志》的材料根據不少早期文獻，加上作者的歷史觀編彙而成。各種資料如下:(1)以色列和猶大列

王記(代下二十七 7)；(2)列王的傳(此為注釋書之名稱，英文名是 Midrash，參代下二十四 27)；(3)先知撒

母耳的書(代上二十九 29)；(4)先知迦得的書(代上二十九 29)；(5)先知拿單的書(代下九 29)；(6)示羅人亞

希雅的預言書(代下九 29)；(7)先見易多的默示書——論耶羅波安者(代下九 29)；(8)先知示瑪雅的史記(代

下十二 15)；(9)先見易多的族譜篇(代下十二 15)；(10)先知易多的注譯(代下十三 22)；(11)哈拿尼的兒子

耶戶的書(代下二十 34)；(12)先知以賽亞論烏西雅篇(代下二十六 22)；(13)先知以賽亞的默示書(代下三

十二 32)；(14)何賽的書(代下三十三 19)。顯然作者也會參考引述《創世記》，《撒母耳記》和《列王紀中》

有關經卷。 

【本書的重要性】 

（一） 本書記載自亞當起，以後歷代之譜系，直至被擄後歸國的人；掃羅之敗亡的解釋；大衛之登

基、得勝戰蹟和籌建聖殿材料，及其臨終之囑咐。因此，任何人若想要深入了解神立約子民們

的歷史和大衛作王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其屬靈的原因和解釋，就必須讀本書。 

（二） 本書特別論到神為祂的子民所顯出的許多作為(四 9～10，五 20，22，十一 14，十二 18，十四

2，11，15，十八 13)；也特別論到神宣布祂公義的審判(五 25～26，六 15，九 1，十 13～14，十

五 13，二十一 9～12)。在書中從始至終，讓我們看見神在人犯罪施行管教悔改之後，是如何的

施恩眷顧，赦罪保守，顯出祂的忍耐與愛心，以期達成祂的救贖應許為目的。因此，任何人若

想要明白神偉大的救贖計劃，與祂在子民的國中應有的地位，就必須讀本書。 

（三） 本書所寫雖然多是冗長的族譜，祭司事奉的班次，以及重複的人物歷史得失的故事，令人讀

來乏味無趣。其實本書所記的歷史都是圍繞著聖殿的敬拜為中心，而說明這就是神的子民該有

的敬虔生活。今天的教會——「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

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 9)。因此，本書激勵我們

生活的中心乃是為神建造聖殿(教會)而活，並在世上為神作見證。 

（四） 本書主要突顯的大衛作王和聖殿及與神親密的關係。因此，使我們明白神為什麼使用大衛？

神看中他身上的是什麼？他得勝和失敗的原因又是什麼？ 

【如何研讀歷代志上》？】  

（一） 請把本書先讀一遍至兩遍，明瞭本書特別發生的事件，並深入默想其屬靈的原因和解釋。 

（二） 本書前九章之族譜有深遠的屬靈意義。仔細查考、研讀、比較、默想他們一生與神的關係和

生活事蹟，就能幫助我們瞭解神在他們身上的獨特計劃与主宰的安排。安格斯說得好，「這些



族譜把三千五百年來神怎樣成就他的應許的脈膊顯明出來，是人類歷史中僅見的一頁。」 

（三） 本書從不同的書卷編纂而成。例如：在《歷代志上》第九章的開頭，就告訴我們那些家譜是

寫在以色列的諸王記上。可以與弟兄姊妹一來同找到這些來源，彼此考問，看看大家對舊約聖

經的認識如何。 

（四） 同時，為了加深對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解，學習熟練地掌握下列四個問題及其答案。 

(1) 《歷代志上》是怎樣分段的？本書的中心思想是什麼？主要事實和人物是什麼？ 

(2) 本書與《撒母耳記》和《列王紀》有什麽相同和不同之處？ 

(3) 本書記載的家譜人名有何意義？為何能成為神啟示的一部分？對現代的讀者有何價值？ 

(4) 試述書中所記大衛有哪些重要事蹟？我們從他身上可以學到什麼功課？ 

【本書簡介】《歷代志》以祭司的眼光寫給被擄歸回的百姓，說明在以色列人失敗之後，神的目的和計

劃永不改變；祂對他們的應許(創十二 1～3，撒下七 12～13)永遠是信實的，並指出以色列民族之興衰，

無不與聖殿中之事奉及對真神的敬拜有密切的關係。故《歷代志上》首先記載選民之族譜，為著是把

被擄前和被擄後兩大時代連接起來，乃是說明神對祂子民的信實和不變的應許，而激勵神的選民要重

新忠心事奉耶和華；並接着藉著大衛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歷史，而指出大衛王朝的建立乃是根據大衛的

城(耶路撒冷)、約櫃、神與大衛所立的約、征戰的得勝、以及建殿的準備。 

【本書鑰節】 

【代上十一 9】「大衛日見強盛；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與他同在。」《歷代志上》有關大衛的記錄是由他在

希伯侖作王開始。這裡解釋大衛有神與他同在，因而日漸強盛。 

【代上十七 1～2】「大衛住在自己宮中，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耶和華的約櫃反

在幔子裡。拿單對大衛說：『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神與你同在。』」約櫃就是基督的預表，是

神同在的標記。大衛想到自己住在香柏木的王宮中，而約櫃只安放在帳幕內，所以想為神建造一個居

所，好使約櫃有安息之所。神因著他心中的願望而喜悅。 

【代上二十八 20～21】「大衛又對他兒子所羅門說：『你當剛強壯膽去行！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

為耶和華 神就是我的神，與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直到耶和華殿的工作都完畢了。

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為要辦理神殿各樣的事；又有靈巧的人在各樣的工作上樂意幫助你；並有眾

首領和眾民一心聽從你的命令。』」本段記載大衛將建造聖殿的責任移交給他兒子所羅門。大衛囑咐所

羅門要剛強壯膽，積極接受建造聖殿的挑戰，因為他有神與他同在和神必不丟棄他的應許。並且大衛

強調，他還有祭司、利未人、首領和眾民的支持，同心協力地幫助他完成建造聖殿的工作。 

【本書鑰字】「同在」 (代上十一9)──本書特別提到耶和華與人「同在」共出現了9次。本書

教導被擄歸回的百姓，聖殿的敬拜仍然是他們屬靈生活的中心。因此，他們的存立和在神面前

的價值，並不在於他們是否富強，是否有獨立的王國和廣闊的疆土，乃在於他們是否尊神為王，

是否一心尋求神和寶貴神的「同在」，並對祂是否有全心的敬拜。由於神對祂的子民一直是信

實的，所以他們應當信賴祂的「同在」，而忠心地敬拜神。本書記載有雅比斯，因寶貴神的「同

在」(代上四10)，而禱告蒙神應允；有守門的利未人非尼哈，因忠心的事奉，耶和華也與他「同

在」 (代上九20)；有大衛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與他「同在」 (代上十一9)，而日見強盛；並且有神



應許與他同在 (代上十七8)，而堅立他作以色列的王；以及大衛囑咐以色列眾首領和所羅門當起

來建造耶和華神的聖所，因為神與他們「同在」 (代上二十二18，二十八20)。今天對我們言，

神的「同在」仍是建造教會最寶貴、最重要的事。因為祂的「同在」是我們服事的秘訣；而教

會所有的祝福都從祂的「同在」而來。  

【本書大綱】本書共二十九章，根據書中所記族譜和大衛王朝的記事，可分為二大段落如下：  

(一)族譜(一章～九章)──由亞當至雅各；十二各支派之後裔；被擄歸回後之人。 

(二)大衛王朝的建立(十～二十九章) 

(1) 掃羅的敗亡(十章)──基立波山戰敗，伏刀自盡； 

(2) 大衛作王和他的勇士(十一～十二章)──大衛西伯侖立約受膏，大能勇士成大軍； 

(3) 大衛和約櫃(十三～十六章)──抬回約櫃，向神頌贊； 

(4) 大衛建殿之心與神的立約(十七章)──住王宮心想約櫃，得神堅固國位到永遠之應許； 

(5) 大衛的戰蹟(十八～二十章)──制服仇敵來進貢，諸王與大衛講和； 

(6) 大衛建殿的準備(二十一～二十七章)──籌畫建殿，利未職任，祭司班次，讚美詩班，守門班

次； 

(7) 大衛臨終之囑咐(二十八～二十九章)──將以色列的王位和建造聖殿的責任移交給所羅門。 

【本書內容摘要】 

(一)大衛的譜系(一章～九章)──本書首段用家譜形式，將由亞當開始直至被擄歸回時的以色列人列出

來。排列如下: 

第一組:由亞當至雅各 

 1.亞當至挪亞  一 1～4 

 2.挪亞之子雅弗含和閃的後裔  一 5～27 

 3.亞伯拉罕之後裔  一 28～33 

 4.以撒之子以掃之後裔  一 34～54 

 5.雅各之後裔  二 1～2(一 55，56) 

第二組:雅各之子的後裔(詳列) 

 1.猶大(猶大為首， 篇幅亦最長) 二 3～四 23 

 2.西緬  四 24～43 

 3.流便  五 1～10(五章記載位於約但河東兩個半支派) 

 4.迦得  五 11～22 

 5.瑪拿西半支派  五 23～26 

 6.利未  六章 

 7.以薩迦  七 1～5 

 8.便雅憫  七 6～12 

 9.拿弗他利  七 13 

10.瑪拿西(河西半支派)  七 14～19 



11.以法蓮  七 20～29 

12.亞設  七 30， 40 

13.便雅憫(再詳述)  八章(目的是要帶出掃羅家族及王國開始) 

14.被擄歸回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九 1～34 

附:掃羅譜系雅各之子的後裔九 35～44(作為第十章引言) 

(二)大衛王歷史(十～二十九章)──王國記載以大衛開始，十章述說掃羅不合神心意，以致神把國度轉

給大衛。十一～十二章先記大衛被膏立，取耶城，並有一大批跟隨他的勇士。十三章大衛著意將神

的約櫃運至耶京，第一次運送失敗，乃因沒有遵從律法書所記的規則，但神悅納他的建殿心意，雖

不在大衛年間實現，卻留給他兒子所羅門建造，神更應許與大衛同在，剪除他一切仇敵，並堅立他

的王位直到永遠。神不許可大衛建殿，乃因他爭戰流血。十四章及十八～二十章說出大衛彪炳的戰

績，也表明神賜給大衛應許之實現。代上二十一～二十九章以大衛為日後聖殿興建所作的籌備過程

為中心。歷代志不記載大衛犯姦淫的罪，因這事與興建無關，卻記載了大衛核點民數的罪，因這引

致大衛買下那幅將來要建殿的地土。及後記載大衛建殿之準備聖殿和事奉之組織，特別在代上最後

兩章說出大衛招聚百姓、宣告建殿宗旨、勉勵會眾和所羅門、奉獻財物、向神禱願等，處處都顯出

大衛對聖殿聖事之心願和熱誠。 

【本書特點】 

(一) 《歷代志》從始至終給我們看見初讀聖經者對於《歷代志上、下》往往感覺枯燥乏味。尤其是沉

長的族譜，重複的故事等，常常是跳過而沒有耐性讀下去，原因是不知本書的性質和重點。本書

與前面二本的歷史書(《撒母耳記》和《列王紀》) 最大的不同點：前書是記載歷史的事實，而本

書是重在神對歷史的解釋；本書中的記載有些與前者是重複的，也有些是增加或刪去，目的不是

為補充歷史的資料，乃是從神的視點和角度來看選民的歷史。前幾本只從以色列王國講起，《歷

代志》乃是從亞當講起，把人帶回到神原初永遠的旨意。 

(二) 本書前九章之族譜，乃要從以色列獨特的呼召和大衛的約來看，以色列人一定要弄清楚純一不雜

的世系。這說出神在人類歷史中的作為: 揀選了一些人，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猶大

族的大衛家和利未族。另一方面，他們既從特別的啟示而認識真神，亦從經驗中體會到犯罪導致

亡國，以及了解到聖殿是聯接起往日的光明和將來的璀燦之唯一橋樑，他們就要重新估量並恢復

被遺忘的聖殿敬拜。在沒有王治理時，聖殿是他們統一的標記和精神的所在，也說明神仍與他們

同在，提醒他們崇高的呼召及職責。他們該知道今後的生活應以何者為重為先。為何這些族譜成

為了神啟示的一部分呢？ 

(三) 本書雖有不少地方與《列王紀》相若，但各有特式和相異之處: 

《列王紀》 《歷代志》 

從先知觀點寫作 從祭司觀點寫作 

記猶大和以色列國 單記猶大國 

顯露大衛和所羅門的罪 沒有提及大衛和所羅門的罪 

故事中心為國位、寶座 故事中心為聖殿、敬拜 



重先知、政治、爭戰 重祭司、宗教、祭禮 

陳述歷史 解釋歷史 

在被擄時寫作 在歸回時著述 

善惡之王皆述 善王詳述惡王略過 

簡記建殿修殿工程和祭祀禮儀 詳記建殿修殿經過和祭禮安排 

受刑罰的鑑戒 激勵百姓盡忠 

《歷代志》和《列王紀》的最大不同；《歷代志》只記載南國的王，而不提北國的歷史，這和神

與大衛的約有關，神中心的目的乃是大衛的寶座，所有南國的王都是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最終引

進了基督的寶座，完成了神永遠的旨意。 

(四) 《歷代志》是歷史書，可是它的性質和其他歷史書的性質完全不同。在《撒母耳記》和《列王紀》

中都記載歷史的事實，而在《歷代志》中是以神的話語和看法來記載、來解釋歷史的事實，例如： 

(1) 在《撒母耳記》中記載掃羅与非利士人爭戰，中箭重傷，終至被殺(撒上三一，撒下一)；

在《歷代志》中的記載是耶和華神殺他，因為他离棄神并求問交鬼的婦人(代上十)，而非利士

人和那亞瑪力的少年不過是神的施刑者。 

(2) 《撒母耳記》中只說烏撒被神擊殺(撒下六 7)，在《歷代志》中卻說出烏撒被神擊殺的原

因(代上十五 2，13)。 

(3) 《列王紀》中論到猶大國有兩位「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的王──約阿施和亞瑪謝，

他們的結局都是不得善終，被人殺死(王下十二 20，十四 19)。初讀聖經者未免發生疑問，神

何以容許這些事呢？在《歷代志》中卻把神所以這么審判的原因詳細記明了(代下二四 22，25，

二五 14，20，27)。 

(五) 本書的用意(這就是以斯拉的職事)是要使被擄后歸回故國的百姓認識耶和華神，重新回到祂面前敬

拜祂、事奉祂，所以書中： 

(1) 對于利未人的職責、祭司的班次、建殿的經過、祭祀和節期，說得非常清楚，好使百姓羡慕

律法書中的記載。 

(2) 對于列王的興盛衰敗的原因，也記得非常具體，好使百姓看准：親近神、順服神的必得祝福，

遠离神、背叛神的定受咒詛。百姓和君王對于萬王之王的態度，定規了他們的前途和歷史。 

(3) 對以色列族的家譜，也記得非常詳細，好使百姓追憶他們是神在萬民中所揀選的。同時也隱

隱指出救贖的線從亞當一直到大衛，再從大衛起一直到他家最后的王，也是永遠的王。 

【默想】 

 「《歷代志上》有自己的風格和文采，以及超然的道德特性，因為它表明就算一切都敗壞了，神的

旨意仍然堅立。這是我們可以在今世安慰自己的事實。基督教界有敗壞的狀況，但神的旨意永不衰

敗。有信心的人在神堅定確立的旨意上安穩無憂，並且得到安慰。」──凱理 

 「《歷代志上、下》兩卷書，有很多材料都是在《列王紀上、下》出現過的。至於《歷代志》所略

去的，都表明它們與作者寫本書之目的沒有關聯。但任何與聖殿有關的，包括了對聖殿之保養與重

建，敬拜之單純不雜，事奉之恒久及秩序，對偶像儀節之厭惡憎恨，或是要百姓在心內尊主為聖為



王等，在本書均是特別看重的。」──皮雅遜 

 「神的家乃是用你在人生中所經歷過的來建造的。神的家乃是用祂在你的生命裡所作成的來建造

的。神的家是用你在爭戰中所得擄物來建造的。神的家是用你的愛來建造的。這乃是建造的材料被

積聚在一起的方式。」──江守道 

【禱告】親愛的天父！為著《歷代志上》我們感謝祢！願我們有大衛的靈，心甘情願地將最好的獻給

祢，來建造祢的家，好使祢可以在其中安然居住。為著祢的名，祢的同在和祢的居所，激動我們起來

建造。 

【詩歌】【建造當趁今日】 (《詩歌選集》242 首第 1，3 節) 

一. 記得大衛起誓：『我不進我的帳幕， 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打盹閉目， 

直等到我為耶和華，尋得安息之處。』全能的神巴望有家使屬祂者可住。 

三. 哦主，此時此境，激動人起來建造，正如大衛之日，自動答應你呼召。 

同心合意，配搭一起，受此託付，多好！我們所喜，是你心意，主，我們來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