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代志上概論(林獻羔) 
 

歷代志上概論 

 歷代志上下本是一卷書，直到西元前 150 年出版舊約希臘文七十士譯本才分為上下兩卷，稱《遺

漏之事》。 

一、概  述 

本書介紹了王國時代以色列的歷史，從祭司角度肯定地評價了大衛王朝，但沒有按歷史的時間順

序客觀地記錄。因此，材料不如撒母耳記、列王記的豐富，而且因事實的可靠性問題被訂為舊約正典

最後的一卷。希伯來文排最後，希伯來文題目是《日誌》，直譯《每日的話》、《日誌或年代記》。然而，

本書詳細介紹了以聖殿為中心的以色列宗教，教導何為對神真正的信仰，所以足以評價這書具有不可

低估的價值。 

前面幾章的譜系來自創世記和民數記，其它部分取材於撒母耳記和列王記。 

這書是以色列史的名人錄，從族譜開始，用九章篇幅細述。由亞當起，並列出君王的譜系，特別

注重大衛王的譜系，又是神對人的慈愛計畫。其餘 20 章述說大衛的事蹟，訂下建殿和在聖所敬拜的計

畫。 

二、作  者 

根據塔勒目，歷代志、以斯拉記及尼希米記作者是以斯拉，他是祭司而不是歷史家。 

以斯拉記 1：1－3 與歷代志下 36：22－23 幾乎完全一樣，以相同的經句證明兩卷書都是出於一個

人的手筆。從歷代志作者精通律法，熟知敬拜儀式來看，他是熟悉摩西律法的學者，同時身兼祭司、

文士等身份的以斯拉是最適合的人選（尼 12：26）。 

有人不肯定，他們認為本書正文完成後，又有人加以補充。但這純屬是假設的。 

歷代志有一半內容取自撒母耳記及列王記（代上 29：29）。還有取材於摩西五經、士師記、路得記、

詩篇、以賽亞書（代下 32：32）、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及撒迦利亞書；歷代志還常提及其它資料的來

源（16：11，25：26），又引述一些先知的著作。 

書中提及波斯王古列下詔批准猶太人返故土重建聖殿一事。但全書沒有記波斯帝國和希臘時代的

歷史，顯然是寫在猶大人歸回故土的短短時期內，而編寫人很可能是以斯拉。 

以色列被擄後，作者從祭司的觀點寫了這書，他強調猶太及以色列的宗教歷史。 

三、錯誤的認識 

歷代志釆集神的見證是片斷的。這是神親自應允並喜歡注明祂對以色列敗壞的感覺，只給他們東

一處、西一處片斷的資料。所記的事情不完整，這是歷代志上下所表達的主要原則，所以許多人以為

這書是充滿錯誤的。但聖靈是特意要這樣的。 

從神對祂的子民所供應的恩典看來是軟弱無效，沒有秩序的。其實這是神的心意，因祂感受到教



會是破裂的。 

歷代志上下不是很悶的歷史書，而是從祭司的角度，演譯由亞當到以色列人從被擄去巴比倫後回

歸的神聖歷史。 

四、背  景 

王朝沒有了，但王室譜系仍可追溯，為那將要來大衛的子孫——彌賽亞作準備。 

雖然猶大王朝已不存在，但聖殿的敬拜仍是百姓屬靈生活的中心。 

歷代志所講的是神聖和敬拜。 

歷代志上 29 章，講大衛立所羅門為繼承人，而歷代志下卻追溯大衛的譜系：從所羅門到猶大餘民

從被擄到巴比倫後的歸回。列王記上下記事年代約與歷代志相同。列王記注重以色列，歷代志注重猶

大。但當以色列王跟猶大史有關，歷代志才提到他們。雖然列王記與歷代志所記大致相同，但由於歷

代志寫得較晚，而且目的不一樣，因此歷代志不時有前者所缺的詳細資料。 

五、主  題 

以色列民經過分裂和被擄等災難，神仍守信對待祂子民的應許，藉著居住猶大的人來實現祂永遠

的計畫。 

分開來說，有如下的重要題旨： 

1．耶路撒冷和聖殿是以色列光輝歷史標記 

聖殿和其中的祭祀、禱告等侍奉，作為神藉大衛王朝給以色列的恩典。這頁建殿和奉獻史，及

大衛和所羅門以後諸王恢復聖殿侍奉的努力，成為本書著力描寫的事實。被擄的猶大人在波斯王詔

令下重建聖殿和耶路撒冷城，應是舊日光輝史的延續，這些包括以色列各支派在內的“餘民”，已

在苦難中長大，繼續作神的子民。 

2．重要的是王和百姓能信守與神所立的約、謹遵神的誡命典章（代上 28：7） 

以色列人得神特別恩佑，是他們有律法、有作神話語出口的先知。 

聖殿、律法、先知是以色列的三大基石；君王是執行的人。 

3．強調神對大衛王的應許 

強調神永遠堅立大衛王的應許，以及先知哈該、撒迦利亞等同時代的先知所說的預言，來向回

歸的以色列民宣告彌賽亞拯救的信息。大衛、所羅門、希西家和約西亞等王，在他筆下便成了彌賽

亞的影子，是神的忠僕，能為百姓帶來公義、和平、得勝與繁榮。他記這些王是要同代人深信，必

有一王會坐在大衛的位上，治理耶和華神的國直到永遠。 

六、寫作目的 

注意：（1）神的子民。（2）君王與聖殿。（3）神的賜福與懲罰。 

從祭司立場重建神的體系，並彰顯以色列王朝全盛時期的榮耀，是為回歸的餘民帶來強烈的盼望。

這是為回歸後的以色列人寫的。 

神是否仍然關心以色列人？祂與他們所立的約是否仍有效？當時沒有屬大衛王朝的君王，他們又

臣服在波斯帝國之下，神給大衛的應許對以色列是否仍有意義？經神嚴懲後，大衛王室被推翻，國家、

耶路撒冷、聖殿遭毀，他們又被擄到巴比倫。他們與前以色列人還有什麼關係？ 



1．被擄的以色列人與過去歷史的關聯可用聖殿作代表 

這聖殿因耶和華激動波斯皇帝下詔，才得重建（代下 36：22－23）。為著這批在政治上沒有獨立

地位，又沒有屬大衛王朝的君王來治理的百姓，作者很仔細地指出，耶和華的聖殿與在殿中的敬拜

（包括禱告及頌贊書，也就是詩篇早期的版本），正是神藉大衛王朝給以色列最佳的賞賜。因此，作

者在記述大衛與所羅門治理時期，大部分篇幅都用以述說大衛怎樣準備建殿，所羅門怎樣建殿，並

大衛怎樣安排有關聖殿中的侍奉（事先曾與先見迦得與先知拿單，代下 29：25 及利未人亞薩，希幔

和耶杜頓，35：15 等商討）。又見歷代志作者對亞薩、約沙法、約阿施、希西家、約西亞諸王統治時

期的描述，古聖城中耶和華的聖殿與在其中的敬拜（包括詩篇），是大衛家留存給回歸的子民一份最

主要的遺產。 

2．作者為顯出這份遺產的價值 

他特別強調神怎樣藉著祂的揀選，以達到促進祂對以色列人恩慈的目標。 

（1）揀選利未人抬約櫃侍奉祂（代上 15：2，見 23：24－32）。 

（2）揀選大衛作以色列的王（28：4，代下 6：6）。 

（3）揀選他兒子所羅門作王，並建聖殿（代上 28：5－6，10，29：1）。 

（4）揀選耶路撒冷（代下 6：6，34，38，12：13，33：7）。 

（5）揀選聖殿作為神的名與祂子民同在的居所（代下 7：12，16，33：7）。 

神這些作為，使被擄後的以色列人確信，他們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並繼續在殿中侍奉敬拜，

表明以色列仍是神的子民，神沒有廢棄對她的揀選。 

3．以色列在大衛的統治下，不但有聖殿，更有律法和先知為他們聖約生活的基本重點，能保證以色列

平安蒙福 

既不是屬大衛王朝的諸王，也不是聖殿本身，一切全在乎以色列的百姓及君王是否肯謹守遵行

律法的吩咐（代上 28：7，代下 6：16，7：17，12：1，33：8）。作者在歷代志記述中，凡論到大衛

王朝每一位忠心君王時，都以他肯勉力遵守律例典章為其主要特色：大衛（代上 6：49，15：13－15，

16：40，22：11－12，29：19），亞撒（代下 14：4，15：12－14），約沙法（17：3－9，19：8－10），

約阿施（代下 24：6，9），希西家（代下 29：10，31，31：3－4，15－16， 21），約西亞（34：19－

21，29－33，35：6，12，26）。聽神藉先知所吩咐的話也同樣重要。忠心守約的君王，如大衛、亞撒、

約沙法、希西家和約西亞，甚至羅波安（11：4，12：6），及亞瑪謝（25：7－10）均對先知敬重遵從；

不忠心守約的君王漠視先知的勸誡，結果自取滅亡：約蘭（21：12－19）；約阿施（24：19－25）；亞

瑪謝（25：15－16，20）；瑪拿西（33：10－11，見 36：15－16）。 

事實上，歷代志比撒母耳記、列王記記載了更多的先知事工。約沙法對以色列民所講的話，也

扼要地表明作者的看法；“……信耶和華你們的神，就必立穩；信祂的先知，就必亨通。”（代下

20：20）在歷代志的記載中，列王統治的這些年間，以色列人對律法和先知的反應，比諸王的治理更

影響國運的興衰。 

4．為強調聽從律法和先知的重要 

歷代志的作者特別著重神的賞罰。參閱大衛明確的訓示（代上 28：9），耶和華的吩咐（代下 7：



14）及眾先知的教導（12：5，15：2，7，16：7，9，19：2－3，21：14－15，24：20，25：15－16，

28：9，34：24－28）。作者記敘每一位君王統治時，總是不厭其詳地舉出例證，說明罪惡必帶來災禍、

懲罰（常是遇病或戰敗）；相反地，悔改、順從、信靠就帶來平安、得勝及富足。 

5．歷代志作者要維持以色列人對那應許要來的大衛子孫（彌賽亞）——的盼望 

這盼望是根據神與大衛所立的約（撒下 7 章），並眾先知（包括與他同時期的哈該、撒迦利亞和

瑪拉基）所保證的。他仔細重述耶和華對大衛的誓約（代上 17 章），隨後又屢屢提這事（特別對所

羅門王朝的記載，以及代下 13：5，21：7，23：3）。而更可顯出作者心意的，是他把大衛、所羅門、

亞撒、約沙法、希西家和約西亞描繪成理想人物。在作者筆下，這些君王雖然不是完美無瑕，卻是

最佳的彌賽亞理想典範，都是以耶和華僕人身份來治理國家，引導人民敬虔忠心守約。神以賜恩惠

給祂的子民褒來獎這些君王，讓他們實際體驗得勝、拯救及富足。他們更得以“坐在耶和華所賜的

位上”（代上 29：23，見 28：5，代下 9：8），並治理耶和華的國（代上 17：14，參代下 13：8）。因

此，他們成為典範，用來預表先知所論將來的大衛；當以色列人在一片沮喪之中想起他們，便能重

新得到盼望（見瑪拉基書）。 

6．歷代志所記的歷史中，另一重要主題是對“全以色列” 

（代上 9：1，11：1－4，12：38－40，16：1－3，18：14，21：1－5，28：1－8，29：21－26；

代下 1：1－3，7：8－10，9：30，10：1－3，16，12：1，18：16，28：23，29：24，30：1－13，23

－27，34：6－9，33）。 

事實上，他看被擄歸回的百姓，是全以色列的選民，並不分南北國（代上 9：2－3），作者常提

有敬虔的百姓、因著某些特別宗教的原因，由以色列遷到猶大去。最初在羅波安時代有利未人（代

下 11：14）。繼而在亞撒王朝時，有許多人從以法連、瑪拿西來歸順他（15：9）。亞述吞滅北國不久，

在希西家傳令邀請下，許多國破家亡的人去猶大重建家園（代下 30 章）。雖然應希西家之邀請前來

守逾越節的人，似乎不是全部都留下來，但考古學顯示，在這段期間，耶路撒冷附近境內，人口出

現大幅度增加，而歷代志作者也明確提到“住猶大各城的以色列人”（31：6）。他又談到在約西亞年

間“瑪拿西、以法蓮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與“猶大、便雅憫眾人，並耶路撒冷的居民”合力

奉獻銀子修理聖殿（34：9－11）。約西亞在守逾越節期間，這些以色列人也在場（35：17－18）。可

見猶大國多年來已接收了許多北國民眾，歷史志作者看“猶大國”是撒瑪利亞淪陷後全以色列遺民。 

7．歷代志家譜的安排也顯示他們與以往的歷史有關聯 

在回答“神是否仍然關心我們”這問題時，答“祂一向都關心我們”。神對收回重建百姓的關

係之情及所施的恩典，並不是始於大衛的時代，也不是在征服迦南或出埃及時，而是早在創世時已

開始了（代上 1：1）。 

8．歷代志的記載 

歷代志作者常記載一些撒母耳記、列王記所沒有的講詞，來表達他想強調一些重點。歷代志有

165 篇講詞，只有 95 篇在撒母耳記及列王記中有平行的記載。我們可以參看亞比雅（代下 13：4－12）、

亞撒（14：11）及約沙法（20：5－12）的講詞，這些在其它經卷中都沒有。 

總的說來，是要以色列人確認自己是神的後裔，並再次發掘認識自己的家族繼承權。 



七、書  名 

希伯來文書名是“那些日子的話語（大事）”，即從亞當至被擄到巴比倫，並後來古列下令容許

被擄的猶太人返回故鄉的以色列史，本書可說是“舊約的袖珍本”，當中摘要地描述了舊約史的流程。 

西元 420 年，耶柔米把原文譯為拉丁文時才定現名，意即“那些日子的行傳”或作“那些時代的事

件”，“完整的神聖歷史年代志”。 

《歷代大事記》或《編年史》：從亞當開始（代上 1：1）到波斯帝國建立後（代下 36：20）的史書。 

《遺漏了的事件》，即撒母耳記、列王記的補編。 

八、鑰節和鑰詞 

1．鑰節 

“大衛就知道耶和華堅立他作以色列王，又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國興旺。”（14：2） 

“我卻要將他永遠堅立在我家裡和我國裡；他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17：14） 

2．鑰句 

“大衛之約與聖殿”。 

神對以色列的應許，亦即“堅立在我家裡和我國裡”（17：14）。首先是指聖殿建築，但最終的

意義是指大衛子孫耶穌基督的永遠統治與神的國度藉著神所得到的擴張。 

大衛知道耶和華堅立他作以色列王，是為使以色列民興旺。 

九、核心章 

歷代志上 17 章。 

大衛是歷代志上的中心。前四章無不引向大衛王朝。本書以一半多的篇幅記述大衛 40 年“豐富尊

榮”的統治。大衛靈性上的軟弱和生活上的失敗，只是像日食月食，不能掩沒他的光輝。 

神對大衛王朝的應許是他家族統治以色列的根據。正因這應許，作者不僅記錄了大衛家族的統治

史，而且看到了將要藉大衛家而來的彌賽亞王國。 

十、要  旨 

團結神的子民，追溯大衛的譜系，教導百姓對神虔誠的敬拜當成為民族和個人生活的中心。 

指示王國被擄後的重建，特別強調以色列的合一、君王、聖殿及當時的禍福。 

十一、主要地方 

希伯來，耶路撒冷，聖殿。 

十二、寫作年代 

寫於西元前 450－425 年；430－400 年；520－515 年。 

記錄西元前 500 年所羅巴伯的兩個孫子毗拉提、耶篩亞（代上 3：17－24，見 21 節）在猶大被擄

之後寫的（代下 36：22－23）。 

這是舊約最後一卷書之一，大約成書於瑪拉基的時候。 

寫書事件，上下距離 100－150 年左右。從最早記以色列歷史開始，到被擄為止，書中其它部分則

以大衛王朝為重點。 

記錄約西元前 1000－960 年間所發生的事。 



十三、特  點 

為了表明他們是選民而詳細記錄了譜系。為了樹立光榮統一王朝的形像，肯定地評價了大衛家族。

對聖殿進行詳細的描繪。比撒母耳記與列王記多記先知。 

本書四大特色： 

1．內容和文字多 

與撒母耳記和列王記相同（代上 10 章至代下 36 章：相當於撒上 31 章至王下 25 章）。 

2．歷代志特別著重數位的記錄 

書內的數字往往比平行的撒母耳記和列王記的來得大。 

3．作者是由“果報神學”觀點來解釋歷史 

他試圖說明：一些很好的君王之所以遭慘收場，都是由於犯了某些錯誤。 

4．本書對一些人物的描述與以前某些歷史人物相似 

例如：大衛和所羅門的關係跟摩西和約書亞的關係相似，又負與建聖殿的工程師戶蘭（代下 2：

13－15），與建會幕的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出 35：30－35）相似。 

十四、綜  覽 

為使被擄到巴比倫而回歸的餘民回想神所賜給先祖的應許和恩典，回溯了以色列的歷史。 

1．大衛前的歷史（代上 1－9 章） 

本書前半是以譜系形式記載了壓縮了直到統一王朝形成時，神在以色列所作的工，這譜系就以

為建立統一王朝中擔當中心作用的猶大支派與便雅憫支派為中心，對上述兩個支派強調表現作者對

南國王朝猶大的關心，並且對利未支派的特殊強調本書是從與聖殿相關的祭司角度進行記錄的。 

2．大衛之前（10－29 章） 

作者對掃羅的統治進行了簡短的介紹之後，論到大衛與百姓的關係，以及征討四面民族之戰，

指出了統一王朝的成立基於神的護理，是在護理之下，王朝迅速得以建立，本書表明大衛的統治基

於神的應許與大衛謙卑的信仰態度，他對聖殿表現出極大的關心。本文表現了大衛偉大的一面，也

未曾無視他不順服神話語的罪孽（因調查人口而犯的罪）。在這犯罪事件後，本書將焦點放在聖殿上

而進行記錄的書，亦即記錄預備了聖殿的場地與聖殿建築的計畫。為收集建築材料而付出努力，為

聖殿而選定祭司、唱詩班、利未人的班次等。最後，本書以神人大衛的感恩禱告落下了帷幕，以所

羅門的登基揭開了新的序篇。 

十五、列王記與歷代志的比較 

歷代志具有重釋以色列史的性質，因此，有人認為他的思想受到後期猶太教的影響，有分歧。如

果綜合其中共同見解，就是：① 報應思想。② 大衛的統治理念。③ 耶路撒冷的優越性。④ 全以色

列的概念。⑤ 反撒瑪利亞論辯。⑥神在歷史中的護理。⑦ 猶太民族主義。⑧彌賽亞王權思想。⑨ 神

政論性思想。⑩ 聖哉觀等。 

本書與同時代的列王記……撒母耳記有所不同。我們可以用歷代志與上述二書來比較，察看本書

作者的神學傾向。 

歷代志上似重複撒母耳記上下。歷代志下似與列王記上下相同。但實在是有分別的： 



撒母耳記、列王記強調史事，而歷代志強調屬靈方面的事，所以歷代志是集中大衛和他後裔的統

治，以及聖殿中的敬拜。它提到前面書卷沒有提到的祭司、利未人、樂師、歌唱的人和守門人的資料。

他又詳述運約櫃到耶路撒冷的過程，建殿的準備，及猶大好王的改革。只有當北國與大衛王朝有接觸，

歷代志才提北國。歷代志甚至略過暗嫩、押沙龍和亞多尼雅的悲劇，及所羅門對神的不忠，所以歷代

志不是無謂的重複，而是對前二書歷史的屬靈詮釋。 

每一個王統治的事蹟都定期記在書上（王上 14：29，15：7 等），所以撒母耳記、列王記的內容與

歷代志所取得的資料是相同的。 

列王記與歷代志相似的地方：① 列王記以北國史為軸心，只順提南王；歷代志以南國為軸心，同

時提及與北國有關的事蹟。② 列王記提及北國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的事工；歷代志提及以賽亞。③ 列

王記提所羅門王接任的經過；歷代志開始多記載譜系，及職事的分配。④ 列王記不多記大衛的事（因

撒母耳已記了，而歷代志上多記大衛的政績。他重組織、建殿細則，比列王記上更多）。 

歷代志所記的時代與列王記所記的相同，不過略去一些人物（如以利亞與以利沙）和一些史事（如

掃羅追索大衛的生命，宮庭之變），但又加了不少的資料。有些在舊約其它經卷裡（如十二支派的譜系），

有的為本書所專有的（如大衛為所羅門作王所做的準備工作）。 

十六、大衛與所羅門 

歷代志上下分記大衛（代上 11－29 章）及所羅門（代下 1－9 章）的統治期。 

1．把大衛與所羅門理想化 

歷代志上作者完全不提王國統一前的事，大衛在希伯侖有七年的分治期，或掃羅家與大衛家之

間的爭戰，或大衛與押尼爾立約，或大衛妻子米甲的疑難，以及押尼爾與伊施波設遭謀殺等事（撒

下 1－4 章）。作者說大衛在掃羅死後立即受膏為全以色列王（代上 11 章），並得到全以色列民的同心

擁戴（11：10－12 章，見 3：1－9）；之後，大衛所遭遇的困難也沒有提及。至於大衛與拔士巴犯罪、

暗嫩的罪行和被殺、押沙龍謀害兄長並謀奪父的王位、大衛遁離耶路撒冷、洗巴和示每的叛逆，並

其它可能令光輝的大衛王朝蒙上污點事蹟都不提。書中描繪大衛完美無瑕，惟一的例外是核數以色

列民一事（特見 21 章）。 

歷代志上用類似的筆法來描述所羅門，明指所羅門為大衛的繼承者（22：7－10，28：6）。 

大衛公開宣佈膏他為王，並得到以色列民齊心擁護支持（28－29 章）。文中並沒有提及纏擁病塌

的大衛，如何在最後一刻還必須粉碎亞多尼雅的政變陰謀，才能讓所羅門順利登基；更沒有提全軍

統帥約押及祭司亞比亞他與亞多尼雅同謀（參王上 1 章）。至於所羅門處死曾加害大衛的人，也全略

去不提（王上 2 章）。在所羅門整個登基的過程中，並沒有任何敵對或不愉快的事件。有關他統治期

間的記載，幾乎全與建殿有關（代下 2－8 章），而完全不提他失敗或跌倒的事；所羅門拜偶像，娶

異族女子為妻，國內有叛亂的事，也未提及（參王上 11 章），甚至連使國分裂之咎，也未歸在所羅

門身上（參王上 11：26－40，12：1－4），而罪于耶羅波安的圖謀不軌。歷代志維護所羅門的形像，

讓他與大衛媲美。 

大衛與所羅門，是理想中的彌賽亞君王的預表。 

2．作者更有意將約書亞如何繼承摩西，作為所羅門繼承大衛的榜樣 



（1）大衛跟摩西一樣，都是壯志未酬，一個未能建聖殿，一個未能入迦南，而且神阻止他們二人時，

都同時選召了繼承者（代上 22：5－13，28：2－8，申 1：37－38，31：2－8）。 

（2）所羅門與約書亞把神的子民帶入平安康泰的境況（代上 22：8－9，書 11：23，21：44）。 

（3）在任命所羅門與約書亞的記載中，兩段經文所採用的詞彙多有平行相似之處（比較代上 22：11－

13，16，28：7－10，20，代下 1：1 及申 31：5－8，23，書 1：5，7－9）。 

（4）在委任繼承人的過程中，既有對個人的吩咐（代上 22：6，申 31：23），也有在公眾前的宣告（代

上 28：8，申 31：7），都提“以色列眾人眼前”。 

（5）兩位繼承人都立即獲得百姓全心擁戴（代上 29：23－24，申 34：9，書 1：16－18）。 

（6）作者記載，神分別使所羅門與約書亞兩次在以色列眾人眼前被“尊大”（代上 29：25，代下 1：1，

書 3：7，4：14）。 

此外，歷代志作者也仿用摩西五經中其它典範，來描寫大衛與所羅門。大衛如同摩西一樣，

直接從神領受聖殿（會幕）的藍圖（代上 28：11－19，出 25：9），並且呼籲以色列人甘心樂意為

建殿奉獻（代上 29：1－9，出 25：1－7）。所羅門與推羅王巧匠戶蘭的關係（代下 2：13－14），與

建造會幕的比撒列及亞何利亞伯的角色前後呼應（出 35：30－36：7，見代下 1：5）。 

十七、本書的譜系（1－9 章） 

以大衛興起為中心。 

聖經的譜系有家譜、王統和祭司系統。 

1．家譜 

這是記一個人在直接血統中的地位，可獲得長子或嫡孫等權益。對重返祖居地的百姓追認田產

主權，確定本人身份，例如歷代志上 7：14－19。 

2．王統譜系 

這是王位繼承法統的根據。大衛王統是世襲的，耶穌基督來自大衛一脈。馬太福音一章所記的

是王統譜系。 

3．祭司系統 

因律法規定只有利未支派的子孫才可在聖殿中侍奉神，這也是世襲的（代上 6：1，30）。 

聖經所刊的譜系具有伸縮性，經常不記若干代，以突出子孫因顯赫遠祖的關係。有時為了末數

字上的完整，只記七代或七代的倍數。例如馬太福音記大衛到猶大被擄只記 14 代。 

十八、大  綱 

1．大衛王朝的家譜（1－9 章） 

從創世至回歸。從亞當至大衛的譜系。 

（1）列祖（1 章）： 

① 從亞當到亞伯拉罕的譜系（1：1－27）： 

a. 從亞當到挪亞（1－4 節）。 

b. 從挪亞到亞伯拉罕（5－27 節）。 

② 從亞伯拉罕到雅各（28－54 節）： 



a. 從亞伯拉罕到以撒（28－34 節）。 

b. 從以撒到雅各（35－54 節）。 

（2）以色列的後裔（2－8 章）： 

① 從雅各到大衛的譜系（2 章）： 

a. 雅各的後裔（以色列 12 個兒子）（1－2 節）。 

b. 猶大的後裔（3－55 節）。 

② 從大衛到被擄時期的譜系（3 章）： 

a. 大衛的後裔（1－9 節）。 

b. 所羅門的後裔（10－24 節）。 

③ 十二支派的譜系（4－8 章）： 

a. 猶大（4：1－23）。 

b. 西緬（24－43 節）。 

c. 流便（5：1－10）。 

d. 迦得（11－22 節）。 

e. 河東瑪拿西半支派（23－26 節）。 

f. 利未（6 章）： 

（a）大祭司譜系（1－15 節）。 

（b）利未譜系（16－30 節）。 

（c）利未唱詩班的班次（31－48 節）。 

（d）亞倫的後裔（49－53 節）。 

（e）祭司與利未支派的城邑（54－81 節）。 

g. 以薩迦（7：1－5）。 

h. 便雅憫（6－12 節）。 

i. 拿弗他利（13 節）。 

j. 河西瑪拿西半支派（14－19 節）。 

k. 以法連（20－29 節）。 

l. 亞設（30－40 節）。 

m. 便雅憫（8 章）。 

（3）被擄歸回的餘民譜系（9 章）：耶路撒冷的居民。 

① 歸回的十二支派（1－9 節）。 

② 歸回的祭司（10－13 節）。 

③ 歸回的利未人（14－34 節）。 

④ 掃羅的譜系（35－44 節）。 

2．大衛作王時期（10－29 章） 

（1）大衛王國的建立（10－12 章）： 



大衛被膏立為英勇的首領，攻取耶路撒冷。 

① 掃羅之死（10 章）。 

② 大衛的軍隊（11－12 章）： 

a. 大衛的諸勇士（11 章）。 

b. 大衛受膏作王（11：1－3）。 

c. 大衛征服耶路撒冷（11：4－9）。 

d. 大衛諸勇士的業績（11：10－12 章）。 

③ 效忠大衛的人（11：10－12 章）。 

（2）安放約櫃（13－17 章）： 

① 不符合律例地轉移約櫃（13 章）： 

約櫃遷出基列耶琳（1－5 節），送往基頓，烏撒扶約櫃（6－14 節），神使他死了。大衛就將

約櫃轉運到俄別以東的家中。 

② 大衛的繁榮（14 章）： 

a. 建築宮殿（1－2 節）。 

b. 眾兒女（3－7 節）。 

c. 擊敗非利士（8－17 節）。 

③ 大衛把約櫃送往耶路撒冷（15－16 章）： 

a. 符合律例地轉移約櫃（15 章）： 

（a）利未侍奉的次序（1－15 節）。 

（b）利未族長可作樂（16－24 節）。 

（c）運入大衛城（25－29 節）。 

b. 感恩祭（16 章）： 

（a）燔祭與挽回祭（1－3 節）。 

（b）指名唱詩的人（4－6 節）。 

（c）大衛的讚美詩（7－36 節）。 

（d）每日在約櫃前侍奉（37－43 節）。 

④ 大衛的約（17 章）： 

大衛建殿的心與神的回答。 

a. 大衛極願意建築聖殿（1－2 節）。 

b. 神對大衛應許之位（3－15 節）。 

c. 大衛的讚美（16－27 節）。 

（3）大衛王軍事的得勝（18－20 章）： 

① 大衛初期的戰績（18 章）。 

② 大衛後期的戰績（19－20 章）。 

（4）以色列人為建築聖殿而作準備（21－27 章）： 



① 大衛作人口調查而犯罪（21 章）： 

a. 帶來瘟疫（1－17 節）。 

b. 大衛築壇求赦獻祭（18－31 節）。 

② 建殿的準備（22－26 章）： 

a. 材料、工匠和動機（22 章）： 

（a）為建聖殿而準備建材（1－4 節）。 

（b）大衛的囑託（5－18 節）。 

b. 為聖殿而委任職務（23－26 章）：這是利未人的分班與職務。 

（a）利未人的人數與職務：大衛王最後的安排（23 章）。 

（b）利未人分成 24 班祭司（24 章）。 

（c）大衛訓練的歌唱者（25 章）。 

（d）任命衛隊守門（26：1－19）。 

（e）掌管府庫的官員（20－28 節）：委任司庫。 

（f）殿外的官長與士師利未人（29－32 節）。 

③ 國家領袖（27 章）： 

軍方和政府的領袖；王國行政架構。 

a. 十二班班長（1－15 節）。 

b. 十二支派的首領（16－24 節）。 

c. 掌管大衛產業的官員（25－31 節）。 

d. 大衛王的書記（32－34）。 

（5）大衛最後的歲月（28－29 章）： 

建殿最後的囑咐。大衛給百姓和所羅門最後的指示（28 章）。 

① 大衛的遺言（28：1－10）： 

命所羅門建殿（9－10 節）。 

② 為建殿而獻上最後的奉獻（28：11－29：9）： 

a. 建殿之糧（28：11－21）：顯示聖殿的樣式。 

b. 大衛儲備材料（29：1－9）： 

（a）為建殿的奉獻（1－5 節）。 

（b）以色列為建殿奉獻（6－9 節）。 

③ 大衛最後的感恩禱告（10－19 節）。 

④ 再膏所羅門王，所羅門登基（20－25 節）： 

會眾同頌神恩與獻祭（20－21 節）；再膏所羅門（22－25 節）。 

⑤ 大衛王之死（26－30 節）：大衛得榮壽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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