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代志上、下 

历代志上、下基本信息： 

▪ 内容：被掳后犹大诸王历史上积极的一面，强调圣殿及在殿中的敬拜。 

▪ 历史范围：开篇的家谱，追溯至亚当的时代；叙事本身涵盖了犹大国从大卫

（约公元前1000年）至居鲁士（公元前539/8 年）颁布法令这段时间。 

▪ 重点：犹大国的百姓（及其他百姓）在被掳期间及被掳之后的景况；在复兴时

期，大卫和所罗门是守约的榜样；圣殿及殿中的敬拜对复兴的作用；真正的敬

拜从心中发出，充满喜乐和诗歌；顺服蒙福，得享安息，悖逆将受惩。 
 

《历代志上、下》概要 

         历代志基本上叙述了撒母耳记和列王纪中的内容，而且作者还补充了家谱、名

单、诗篇和讲话等其他材料，将以色列（尤其是犹大国）的故事，从亚当到居鲁士颁

布法令正式结束被掳为止，连续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故事本身分三部分。以家谱开始（代上1-9章），正是这部分使得这卷书在旧约

中经常被人忽略。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历代志的编者将家谱追溯至亚当的时代，而最

后却集中在犹大和利未人身上。 

        第二部分（代上10章—代下9章）讲述了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之下统一王国时期的

故事，这部分较整个耶罗波安至被掳结束之间的故事篇幅还长。作者只集中讲述了这

两位君王生活中积极肯定的一面，有意交替着介绍他们的故事。因此，历代志上10—

21章只讲述了大卫的故事，22-29章，大卫为所罗门建殿做好了准备，将所罗门引人

大卫的故事中，接着在历代志下1-9章又集中讲述了所罗门建殿的故事。圣殿和适宜的

敬拜明显是这部分内容的重点。大卫的故事过半的篇幅均与预备建殿有关（代上22—

26章；28-29章），所罗门的故事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与圣殿的修建和奉献礼有关

（代下2—7章）。 

       第三部分仍在关注同样的问题（代下10一36章），这里与王国分裂期间犹大的故

事有关。但是，你还会注意到一个更进一步的模式：战争获胜和物质的丰富都与顺服

耶和华直接相关，而战争失败和物质的匮乏都是因为对神不忠或缺少对神的信靠所致。

故事还包括被掳在内，在结束部分，波斯王居鲁士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被耶和



华“任命在耶路撒冷为他修建圣殿＂，因此他颁布法令，请百姓上耶路撒冷（代下36：

22—23)。 

 

阅读《历代志上、下》的具体建议 

        仔细阅读历代志，会有助于你了解历代志作者写作的时代。作者所处的时代正是

以色列重建的时代，始于公元前6世纪末期，初始阶段了无生机，圣殿的工程不断推迟，

但是最后得以完成。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斯拉和尼希米系统改革之后，这个工程才真正

启动。历代志的作者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时期内写作此书的。当时，作为波斯行省的 

犹大，正处在意识认同的危机时期。重建耶路撒冷与以赛亚书所预想的满有荣耀的

“第二次出埃”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居鲁士开辟了新的时代，包括象征性的动工，

标志着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的开始（赛44:28一45:5,13)。但是，事实上，只有一小部

分犹太人回到了“应许之地”，而且第二个圣殿既没有所罗门圣殿的庄严伟大（该

2:3)，也没有达到应许中那般的荣耀（该2:6-9)，而耶路撒冷城总的来说，呈现出一片

衰落的景象，其中居民稀少（尼1;11)。所以，当时正是整体上属灵生命萎靡不振的一

段时间，有许多人与异族联姻，这些人数量不断增加（拉9-10章，这样做必然会失去

民族的特征）。 

         在这种背景下，哈该和撒迦利亚站出来，强烈要求祭司约书亚和官长所罗巴伯

有所作为。一代人之后，祭司（以斯拉）和官长（尼希米）以改革者的姿态登上了历

史舞台，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历代志的作者也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非常精彩

地复述了犹大的故事，旨在帮助当代人，让他们在意识上建立与伟大过去的关联，并

以圣殿及殿中的敬拜为焦点，那里正是保持这种关联的所在。 

        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会注意到几个突出的重点：历代志作者的兴趣全部放在大卫

王朝身上，北国只是在效忠犹大国的时候，才会得到他的关注。对犹大国，他的兴趣

主要关注在两个方面：大卫王朝（大卫和所罗门时期）和耶路撒冷城的圣殿。关于圣

殿，他的兴趣全部集中在圣殿的本质和敬拜的纯洁性上（所占篇幅超过60%）。将这

些重点和这两卷书以居鲁士颁布法令重建圣殿结尾的事实结合在一 起，你就会明白作

者认为未来的希望何在，也就是，当下在有关圣殿的事务方面，要行得合宜。但是，

对历代志的作者而言，行得合宜不仅仅是一个仪式的问题。注意他不断重复强调“你

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代上22:19；参29:17；代下6:38；7:10；



15:12)，他还强调要唱“喜乐的歌”（代上15:16)，这里也开始强调利未人。这两卷

书充满赞美、感谢和在神慈爱中喜乐的言语。尤其要注意其中有三次重复提到“他本

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一（1)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时候；（2)约柜运进圣殿的时

候；(3)献殿的时候（代上16:34；代下5:13; 7:3)。以色列又得以与神同在（始于出埃

及记）。 

         历代志作者对南国的关注，并非要与北国形成鲜明的对照，相反，他只是从未

能在神拣选的地方也就是耶路撒冷敬拜神这个角度来讲述北国的故事。例如，作者通

常使用“以色列众人”一词，指代一起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北国和南国。在这方面，

你会看到这两个主题（大卫王朝和耶路撒冷圣殿的真实本质）在历代志下13章4—12

节亚比雅在讲话中是如何合并在一起的，亚比雅责备耶罗波安及其继位者，本质就在

于此。进一步往下读，你会看到，希西家在洁净圣殿之后，邀请北国的百姓其中部分

人接受邀请——再次一起在耶路撒冷敬拜神（代下30:1-31:1)。 

        历代志作者对大卫和所罗门的介绍也应该从这方面来理解。在某些人看来，作者

在一定程度上粉饰了他们的生活，这一点最好这样来理解：作者只关注他们作为以色

列整个民族的理想（在百姓不再有君王的时代）的故事，以及他们作为以色列人盼望

未来时当做什么的典范（在圣殿合宜地敬拜神）的故事。历代志的作者知道他的读者

都深知这两位君王的过失（见尼13:26)。他的兴趣在于他们值得肯定的一面及其所取

得的成就怎样才能激起百姓对新生活的盼望。对王国分裂之后叙述的重点，也应该从

这个角度来理解——神祝福顺服的人，却惩罚悖逆的人。虽然生活并非如此简单，但

是历代志的作者知道，这是圣经在起初就确立的模式。所以他复述这些故事，鼓励住

在耶路撒冷城里及其周围地区的新一代人要对神忠心（代上9章）。 

         最后，你也应注意历代志的作者对“万国”的兴趣。他的读者中间普遍存在着

无意义感，在这样的情绪当中，他不仅提醒他们列国最终都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如

代下12:5-9；代下36: 22-23，波斯王居鲁士），而且他将诗篇105篇置于大卫的叙事

中间（代上16:8一36)，借以强调神恩待以色列，是要借此让耶和华的名传扬于列国当

中（回顾创12:3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 

 

总结： 



通过重述神百姓的故事，历代志作者提醒我们敬拜的核心作用。对新约读者而言，这

也指向耶稣，他亲自＂洁净“圣殿，受死然后复活，取代了圣殿—神同在之所（约

2:19一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