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纪上概论(林献羔) 
 

列王记上概论 

列王记上记载以色列人从大卫王统治的终结，到亚哈谢统治中期的事迹。在所罗门的统治下，王

国到达最辉煌的高峰，预示了千禧年国度。王国的兴衰，因统治者和百姓的特性而起落。这就说明顺

服听命是蒙福的条件。 

我们知道以色列分为南北是很可悲的。 

一、列王记上在正典中独特的地位 

列王记分上下两卷，是始于七十士译本（旧约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和武加大译本将撒母耳记

上下与列王记上下合在一起，命名为“王国史”卷一、卷二、卷三、卷四；武加大译本命名为“列王

记”卷一至卷四，记载从撒母耳领导时开始至沦亡于巴比伦为止。 

列王记上下原是一卷，记以色列 400 年的事迹，从所罗门王到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去。它不像历

代志只记犹大国的统治，它也提及背离神的北国以色列或以法莲的事迹。 

列王记不单谈史实，而且是从属灵的角度来分析每一王，看他们是侍奉神还是服侍偶像，是全心

忠于神还是心意不一。 

列王记重要的教训是神奖赏忠心的人、惩罚背离神的人。希西家和约西亚是好例子（王下 17 章、

18：3，22：2）。背离神的人被掳到异邦（北国被掳到亚述，公元前 722 年；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公元

前 586 年）。这就应验了利未记 26 章和申命记 6－7 章。 

原先列王记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及列王记上下，称为先知书。后来，列王记因

篇幅太长而分为上下。 

二、作  者 

不详。书中大量材料是史实，作者在圣灵引导下编集成书。他是一位编撰者。 

有人认为作者是一位祭司。但有人质疑，在背离神的北国，从哪里可以找到一位合适的祭司为作

者呢？ 

作者是一位先知，这可能性更大。 

有人认为假如最后的编者是一位祭司，很可能就是以斯拉；但如果是一位先知，便可能是以西结

或耶利米。 

因本书的结尾（王下 24：18－25 章）与耶利米书 52 章几乎完全相同。但列王记下 25：27－30 不



是出自耶利米的手笔，因基大利被杀后，他便去了埃及（耶 43：5－7），对 20 年后约雅斤在巴比伦被

释放一事不清楚。 

有人认为列王记上下与撒母耳记上下是同一作者，与列王记上下合称：王记卷一卷二卷三卷四。

作者可能是在被掳前的犹大人，而不是被掳后住在巴比伦的人。 

数据源有三：“所罗门记”（王上 11：41）、“以色列诸王记”（14：19）、“犹大列王记”（14：29）。

这些资料是以色列与犹大诸王的朝政记录，由王国时期各阶段的以色列先知编篡而成。历代志多处提

及“先见撒母耳的书……和先知拿单并先见迦得的书”（代上 29：29），“示罗人亚希雅的预言书”并“先

见易多的……默示书”（代下 9：29），“先知示玛雅……的史记”（12：25），“哈拿尼的儿子耶户的书”

（20：34），“列王的传”（24：27），“乌西雅其余的事……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26：

22，参 32：32）等。还有关于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迹，很可能作者是根据一份约是公元前八世纪即已

存在的先知资料编成的。资料中列有两位先知的生平事迹，并已将他们与摩西及约书亚作过比较。 

作者可能是一位史料的编撰者。 

三、内  容 

重要的经文包括所罗门的智慧（王上 3－4 章），所罗门献殿（8 章），示巴女王的到访（10 章）和

以利亚的事迹，尤其是 18 章。 

本书内容承接了撒母耳记下的记载。 

从大卫晚年所罗门登基起（公元前 971 年），包括王国分裂，南北二国相继沦陷，直至犹大王约雅

斤被释放（公元前 562 年），超越 400 年。 

四、背  景 

列王记提到两群显著人物——君王和先知。对君王的评价直接来自他是否顺服神。先知是侍奉，

叫走迷的国家归向耶和华。 

北国从第一个王耶罗波安、直到亡国被掳去亚述为止，它没有停止过背离神和拜偶像。犹大以耶

路撒冷为中心，它对神也不忠心，但仍有少数忠心顺服的人。王国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是所罗门的统治

时期。圣殿建造和它的奉献礼是最惹人注目的时期，表明它在神眼中的重要性。所罗门的统治是以离

弃和审判为终结。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说明当神给予的权利和尊荣被滥用，当神的话被藐视，就什

么都会发生。直到他们不断地背离神，将每一个恩典的祈求都用尽了，神才先后将北国和南国消灭。 

五、主  题 

王权与神人之约；以色列的繁荣与否在乎他们是否信守与神所立的约。 

列王记上下没有明言写作的目的与主题。作者在选取及安排材料时，有意使它成为撒母耳记上下



所记的续篇——一部叙述在神人之约管制下王权体制的事实。 

列王记上下是从与神立约的角度来描述以色列和犹大诸王的事迹。全书的中心思想是：以色列及

其君王的福祉，端视他们是否忠心遵行载于摩西之约上的义务。 

暗利的儿子亚哈（王上 16：29－22：39）在治理北国时，严重妨害了以色列人忠诚地持守与神所

立的约，并几乎使这约无法延续。最后，因亚哈的妻耶洗别透过亚哈的女儿亚他利雅所带来异教的影

响，几乎导致犹大国大卫王室的灭绝（王下 11：1－21）。玛拿西（21：1－18）是这类事件的另一个例

子。他背叛了神的约。他曾介入亚述和埃及之间的战争，列王记下没有记载，而是亚述文献中所提到

的。玛拿西极其可憎的恶行成为他王朝的特征，也导致犹大家不可避免的被掳命运（10－15 节，23：

26－27）。 

正面的例子：希西家（王下 18－20 章）与约西亚（22 章－23：29）重申信守与神所立的约。只有

这两王的约得到作者的称赞（18：3，22：2）。 

其他北方王都行恶（王上 16：26，31，22：52，王下 3：3，10：29）。 

当初，是耶罗波安王在王国分裂不久，他把金牛犊设在伯特利和但，以色列人就开始拜它（王上

12：26－33，13：1－5）。 

大卫的约：耶和华应许大卫王朝将存到永远。耶和华应许大卫常有“灯光”，是特别可以看出的（11：

36，15：4，王下 8：19，又见撒下 21：17）；另外从他提到耶和华向大卫的应许（王上 8：20，25），以

及该应许在日后犹大一些事件中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看到（11：12－13，32，王下 19：34，20：6）。

此外，作者还以大卫的生平与统治，作为衡量他日后诸王的标准（王上 9：4，11：4，6，33，38，14：

8，15：3，5，11，王下 16：2，18：3，22：2）。 

列王记上下另一主要特征，是强调在王国发展中，预言与应验的关系。最少有 11 次，是作者提到

过去所记载的预言在后来得到应验（撒下 7：13，王上 8：20，11：29－39，12：15，13 章与王下 23：

16－18）。作者这样强调的结果，使人明白王国所记载的，并不是一连串偶然发生的事件，也不是世人

交互作为而产生的后果。它使人看出，以色列命运的发展，是在神掌管之下，祂就是那位与以色列立

约的主，以及按祂权能旨意统管全人类历史的神（王上 8：56，王下 10：10）。 

作者也强调先知的重要性，先知是从与以色列立约之主所派来的官方特使。按照所立的约，这位

立约的主正是以色列及其君王有义务去侍奉的大君王。祂曾差遣一连串先知，呼召以色列君王及百姓，

转回遵行与神所立之约（17：13）。但一般来说，他们的警告与劝戒受漠视。列王记记载了许多这些先

知与女先知的事（王上 11：29－40，12：22－24 的示玛雅，14：5－18 的亚希雅，22：8－28 的米该雅，

王下 14：25 的约拿，19：1－7，20－34 的以赛亚，22：14－20 的户勒大）。但作者特别看重的是以利

亚和以利沙的事迹（王上 17－19 章，王下 1－13 章）。 

列王记上下所显示的是写给一群被掳之民，向他们解释他们已受尽屈辱的原因，是在他们长期顽

固地背约时。神在立约之初，已警戒祂的百姓，背约的必招致咒诅（利 26：27－45，申 28：64－68）。

祂在百般忍耐之后，终于让祂的百姓遭受巴比伦所掳。这一点在列王记下 17：7－23，18：10－12 有关

北国被掳，及 21 章讲南国被掳的篇章里，有十分清楚的叙述。就作者看来，南国约西亚王的改革实在

作用不大，也为时太迟了（王下 23：26－27，24：3）。 



全书对以色列史提供了回顾的分析，它解释了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的被毁、北国、南国的败亡，

以及百姓之所以被追悲痛流亡之因。虽然遭遇困境，但不是没有盼望的。作者一再提到神对大卫的应

许，认为以色列人虽在被掳中，仍可因此对未来的盼望而不绝望。从这一点来看，全书最后 4 节对约

雅斤从巴比伦囚牢获释，且在宫中地位升高（王下 25：27－30）的记载，显然是更有意义了。因着耶

和华会信守对大卫家的应许，以色列的未来仍充满神要行新事的希望。 

六、写作日期 

列王记下的结尾（王下 25：27－30）是一段正面、令人得安慰的记载。 

公元前 562 年巴比伦王以未米罗达在犹大王约雅斤被囚 37 年后，以恩慈抬举他，放他出监。 

另一件振奋人心更显著的事件他却没有提及，就是犹大人在公元前 538 年从巴比伦开始归回巴勒斯

坦地。假如犹大人已开始回国，列王记的作者是个那么爱国的人，他没有理由不提及这件事，因此，

列王记完成的日期应在公元前 562－538 年间。 

七、年  代 

列王记包括大卫末后的日子，所罗门掌权与失败，以及王国分南北期间，约是公元前 971－848 年。 

列王记上下不仅记载每位王在位的时间长短，同时也列出南北分国后，每位王登基时，对方国王

的相对年代。此外，统治者登基时的年龄经常也一并列出。 

亚哈王死于公元前 853 年，而耶户于 841 年即位；至于亚哈及耶户与亚述王撒得以色三世接触的年

代亦可明确鉴定（根据亚述资料中提到日蚀的记载，以及天文学的计算推断）。根据这几个已确定的年

代，便可向前或向后推算以色列王及犹大王在位的年代。用同样方法可推算出，王国是在公元前 930

年分裂，而撒玛利亚是在公元前 722－721 年陷于亚述人的手，耶路撒冷是在公元前 586 年陷于巴比伦

人的手。 

以色列诸王与犹大诸王在对照年代表中有些难题，长久以来几乎认为不可解答。直到近期，大部

分难题才有合适的答案。因计算年代时应考虑到以下几个可能的因素：例如二王同时在位，父子共同

秉政，在该年那一段时间正式开始执政，以及对在位第一年的看法不同等（如王上 15：33，王下 8：25

等）。 

从公元前 930 年王国分裂开始，至公元前 722－721 年撒玛利亚陷落为止，约在 210 年间；共经历

20 个王，9 个王朝。南国也有 20 个王，但都是大卫的子孙（除了亚他利雅篡位，使王位继承中断数年

之外），从王国分裂到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陷落，一脉相承，持续了近 345 年。 

八、钥节和钥词 



1．钥节 

“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

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以

色列的国位’。”（王上 9：4－5） 

2．钥词 

“分裂王国”。 

以色列因着外邦人的侵袭而陷入困境，这是神对悖逆的王和百姓的惩罚。一方面神管教以色列，

另一方面是人为的。 

祂开了一条避难之路，并藉众先知向以色列人再三启示自己的旨意。但以色列人继续堕落和公

然背教，终于使南北国灭亡。 

九、主要人物 

大卫、所罗门、罗波安、耶罗波安、以利亚、亚哈、耶洗别。 

十、核心章 

第 12 章，王国分裂。 

十一、大  纲 

1．统一王国（1－11 章） 

（1）大卫的晚年岁月（1 章－2：11）：所罗门继承王位。 

大卫年老（1：1－4）；亚多尼雅谋窃王位（5－9 节）；所罗门在基训受膏登位（10－53 节）；

大卫遗命所罗门（2：1－9）；大卫逝世和埋葬（10－11 节）。 

（2）所罗门的黄金时代（2：12－11 章）： 

① 所罗门清除仇敌、巩固王位（2：12－46）： 

a. 所罗门亲政（2：12）。 

b. 亚多尼雅求书念女（13－18 节）而被杀（19－25 节）。 



c. 亚比亚他（26－27 节）。 

d. 约押（28－35 节）。 

e. 示每受禁被杀（36－46 节）。 

② 所罗门设立敬拜（3－10 章）： 

a. 所罗门治世（3－8 章）： 

（a）所罗门惊人的智慧（3－4 章）与富强： 

a）所罗门求智慧（3 章）：即位祈祷。 

建殿前的献祭（1－3 节），娶法老女儿为妻（1 节）；所罗门求智慧（4－15 节）；所

罗门展示他的智慧（16－28 节），以智慧审判事件。 

b）所罗门的统治体制（4 章）：所罗门治国的智慧（1－28 节），11 名臣子（1－6 节），12 名

官吏（7－19 节）；所罗门国际外交的智慧（29－34 节）。 

（b）所罗门的圣殿（5－8 章，代下 2－7 章）： 

a）建殿的准备（王上 5 章）：所罗门与希兰王立约。 

b）圣殿的描述和兴建（6 章）：开始建殿（1－10 节）；耶和华的约（11－13 节）；内殿各物

（14－38 节）。 

（c）兴建黎巴嫩宫（7：1－12）；圣殿内的装饰（13－51 节）。 

（d）献殿礼（8 章）：运约柜入殿（1－11 节）；述说殿的由来（12－21 节）；祷告求恩典（22－

53 节）；所罗门祝福献晚祭（54－66 节）。 

b. 所罗门的名声（9－10 章，参代下 8 章－9：28）： 

所罗门治国的特色。 

（a）耶和华的响应与警告（王上 9 章）： 

a）耶和华再向所罗门显现（1－9 节）：神再立新约。 

b）给希兰 12 座城邑作报酬（10－14 节）。 

c）征服异族人作他的臣仆及献祭（15－25 节）：征召劳工（15－23 节），每年三次献祭（25

节）。 

d）所罗门的海军（26－28 节）：使外族人作奴隶（15－28 节）。 

（b）示巴女王来朝见（10 章）： 

a）财富的增加（1－25 节）。 

b）增加马军和兵器（26－29 节）。 

③ 所罗门的背离和死亡（11 章）： 

a. 娶宠外女，远离真理（1－13 节）： 

（a）所罗门的愚拙（1－13 节）： 

a）所罗门被外女诱惑（1－3 节）。 

b）在圣殿拜偶像（4－8 节）。 

c）神的斥责（9－13 节）：惩罚所罗门对约的废弃。 



（b）所罗门面对许多敌人（14－28 节）。 

b. 预言国的分裂（29－40 节）：亚希雅的预言。 

c. 所罗门的死（41－43 节）：他作王 40 年而卒。 

2．王国分裂（12－22 章） 

（1）“分南北”的预言应验（12－16 章）： 

① 犹大王罗波安，王国中不和的原因（12：1－24）： 

a. 北方支派的邀请（1－5 节）。 

b. 罗波安拒绝（6－15 节）。 

c. 以色列叛变独立（16－24 节）。 

②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一世（12：25－14：20）： 

a. 耶罗波安王的假宗教中心（12：25－33）： 

他们拜金牛犊。 

b. 耶罗波安与神仆（13：1－32）： 

耶罗波安遇见神人，受神人严责。 

c. 耶罗波安的假祭司制度（33－34 节）： 

他继续犯罪，把不是利未支派的人提升到祭司阶层。 

d. 耶罗波安王儿子的死（14：1－20）： 

经历儿子的病患和亚希雅的预言。 

③ 续记犹大王罗波安（14：21－31，参代下 10：12－16）： 

a. 罗波安拜偶像作恶的罪（王上 14：21－24）。 

b. 埃及王示撒来攻（25－28 节）。 

c. 罗波安的死（29－31 节）。 

④ 犹大王亚比央（15：1－8，参代下 13 章）。 

⑤ 犹大王亚撒（王上 15：9－24，参代下 14－16 章）： 

a. 作南王（王上 15：9－15）。 

b. 与巴沙王战（16－24 节）。 

⑥ 以色列王拿答（15：25－31）。 

⑦ 以色列王巴沙（15：32－16：7）： 

耶户预言责巴沙王。 

⑧ 以色列王以拉（16：8－14）。 

⑨ 以色列王心利（16：15－20）： 

心利杀以拉灭巴沙（9－20 节）。 

⑩ 以色列王提比尼（16：21－22）。 



 以色列王暗利（16：23－28）。 

 以色列王亚哈与先知以利亚（16：29－22：40）： 

亚哈拜巴力（16：29－34，参 20 章－22：40）。 

（2）以利亚的事工（17－19 章）： 

① 以利亚预言旱荒（17：1－7）。 

② 以利亚和寡妇（8－16 节）： 

靠些少面、油过活。 

③ 妇人的独生子复活（17－24 节）。 

④ 以利亚对抗巴力（18－19 章）： 

a. 以利亚受命见亚哈（18：1－6）。 

b. 俄巴底遇见以利亚（7－15 节）。 

c. 亚哈迎以利亚（16－19 节）。 

d. 以利亚在迦密山上与假先知作战（20－40 节）。 

e. 以利亚祷告后天降大雨（41－46 节）。 

f. 以利亚逃到何烈山（19：1－18）： 

（a）以利亚灰心逃遁（1－8 节）。 

（b）神以微声命他返回（9－18 节）。 

g. 以利亚委任以利沙（19：19－21）。 

（3）亚兰王便哈达攻击亚哈王（20 章）： 

先知以利亚责备亚哈释放便哈达；南北国继续为仇。 

① 第一次战胜亚兰（1－21 节）。 

② 第二次战胜亚兰（22－43 节）： 

先知警告亚哈。 

（4）亚哈占有拿伯的葡萄园（21 章）： 

① 亚哈贪葡萄园（1－4 节）。 

② 耶洗别用计（5－10 节）。 

③ 园主拿伯被杀（11－16 节）。 

④ 以利亚责其恶（17－29 节）。 

（5）约沙法与亚哈同盟（22 章）： 

① 米该雅预言亚哈之死（1－40 节）： 

a. 请南国一同再战（1－4 节）。 

b. 北王求问神的先知（5－12 节）。 

c. 米该雅预言必败亡（13－28 节）。 

d. 亚哈阵亡，应验了预言（29－40 节）。 

② 约沙法作犹大王（41－49 节）。 



③ 约兰作犹大王（50 节）： 

因约沙法死了。 

④ 以色列王亚哈谢（51－53 节）。 

 

 

作者：林献羔 

地址：广州市 德政北路 

雅荷塘（北）荣桂里 15 号 

邮政编码：510055 

电话：020－83821503 

日期：2012 年 7 月新印 

没有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