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紀上提要 
  
壹、書名 

在希伯來文本中，《列王紀上下》，原屬一卷書。後來《七十士希臘文譯本》，將它們分為上下兩卷書。

同時，將這兩卷書和《撒母耳記上下下》合編成《王國記》，共有四卷書，《撒母耳記上下》分別為

《王國記卷一》和《王國記卷二》；《列王紀上下》則分別為《王國記卷三》和《王國記卷四》。主後

1517 年出版的希伯來文本，根據《七十士希臘文譯本》的分法，將上述四卷書改稱《撒母耳記上下》

和《列王紀上下》，其後，中文《和合本》即依希伯來文聖經命名。 

  
貳、作者 

《列王紀上下》，原屬一卷書。作者是誰，眾說紛紜，惟人們能夠肯定的是，《列王紀上下》的作者應

不止一人。根據《列王紀上下》的句法和《耶利米書》的句法相同，且明明說到寫書時，聖殿仍舊存在

(王上八 8；九 21；十二 17)，故由文筆和時間推定，《列王紀上下》的大部分內容，很可能是先知耶利

米所寫。但從《列王紀下》的結尾部分(王下二十五 27~30)來看，顯然不是出自耶利米的手筆，因當時

他已經去了埃及(參耶四十三 5~7)，對其後二十年間在巴比倫所發生的事不清楚才對。綜合上述理由，

聖經學者們認定，《列王紀上下》的大部分內容原稿，應當出自先知耶利米，後來由文士以斯拉在編篡

舊約聖經時，把全部史實添加進去。 

  
叁、寫作時地 

《列王紀上》的內容時間，從主前 973 年起，至主前 854 年止，共約有一百十九年。至於本書的寫作時

間，應推到先知耶利米在世時，亦即主前 628 年至 583 年之間，與《耶利米書》的寫作時間相同。而本

書的寫作地點可能是在耶路撒冷。 

  
肆、主旨要義 

本書記載大衛的晚年，所羅門王登基直至去世，其後國度分裂成南國猶大和北國以色列兩個國家。南國

記錄到猶大王約沙法王，北國則到亞哈謝王為止。期間，南國共有羅波安、亞比央、亞撒、約沙法、約

蘭五位王，北國共有耶羅波安、拿答、巴沙、以拉、心利、暗利、亞哈、亞哈謝八位王。歸服南國的僅

猶大和便雅憫兩個支派，其餘十個支派則附屬北國。 

  
伍、寫本書的動機 

綜觀南北兩國諸王之或立或廢，或興或衰，雖隨時勢與權衡所趨，但其中隱含有神的旨意；表面上是地

上的君主政治，實際上是神在天上坐著為王。故此，本書所涵蓋的以色列人的興亡歷史，完全繫於是否

敬畏神，遵行神的律法；而一個王的好壞，則不視其政績和武功如何，乃是根據他所行的，是耶和華眼

中看為正的事(十一 33，38；十四 8；十五 5，11；二十二 43)或看為惡的事(十一 6；十四 22；十五 26，

34；十六 7，19，25，30；二十一 20，25；二十二 52)。 

  
陸、本書的重要性 

《列王紀上下》，原屬一卷書。書中所記載的不僅是史實，且從屬靈的角度來分析每一位王的政績，王

之好壞端視其對真神的態度如何。猶太人對本書在猶太正典中的地位，從來沒有懷疑過。眾信本書的作

者為先知耶利米，故猶太人將本書列入猶太正典中的「前先知書」之一。人們若欲知曉以色列歷史，如

何由統一而分裂，如何由分裂而滅亡，不能不讀本書。再者，本書中穿插了幾位先知的事蹟，特別是先

知以利亞和以利沙，他們在以色列歷史中扮演了不可磨滅的角色。無論從世俗的君主政治或從屬靈的神

權政治來看，本書在聖經中據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柒、本書的特點 

本書的特點如下： 



        一、大約有一半的篇幅用來記載所羅門王的事蹟，他預表耶穌基督，是神所喜愛的(太三 17)；神給

所羅門賜名耶底底亞(撒下十二 25)，字義「神所喜愛的」。 

        二、所羅門王建造聖殿的記事一共用了四章(王上五至八章)，可見本書的作者相當重視這件事。聖

殿所在，乃是以色列人的中心。 

        三、本書雖是記載王國的歷史，卻很重視先知的事蹟，單是先知以利亞，也用了四章以上(王上十

七至王下二章)。先知是神的僕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 

        四、本書忠實記載所羅門王的成功與失敗，也忠實記載先知以利亞的剛強與軟弱。他們兩位都是神

所重用的人，但也都有缺點。 

        五、本書相當重視「大衛之約」，屢次提到神對大衛的「應許」(八 20~25)和「因大衛的緣故」(十

一 12；十五 4)。 

        六、本書也強調在王國的發展中，預言與應驗的關係。至少有十一次提到過去的預言在後來得到應

驗(撒下七 13；王上八 20；十一 29~39；十二 15；十三章；王下二十三 16~18)。 

  
捌、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 

《列王紀上下》與《歷代志上下》在舊約聖經中乃是平行併立的歷史書，不過，《列王紀上下》記載了

猶大國和以色列國的歷史，而《歷代志上下》僅記載猶大國的歷史。《列王紀上下》附和了《申命記》

的要點：順從神者存活，悖逆神者滅亡(申三十 16~18)。《列王紀上下》與新約四福音書所描寫的先知

以利亞和施洗約翰，彼此有些相似之處：(1)四福音書形容施洗約翰是「那要來的以利亞」(太十一 14；

十七 12)；(2)天使加百列形容約翰「必有以利亞的靈和能力」(路一 17)，又會履行以利亞的使命：「叫

父親的心轉向兒女」(路一 17；瑪四 6)；(3)先知以利亞和施洗約翰的衣著相似(王下一 7~8；太三 4)；(4)

他們兩人的敵人同是王的妻子(王上十九 2；太十四 8)。 

  
玖、鑰節 

「我定意要為耶和華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華應許我父親大衛的話說：‘我必使你兒子接續你坐你的

位，他必為我的名建殿。’」(五 5)「你若效法你父大衛，存誠實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

咐你的，謹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堅固你的國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遠，正如我應許你父大衛說：

‘你的子孫必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九 4~5)「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若耶和華是神，就當順從

耶和華；若巴力是神，就當順從巴力。」(十八 21) 

  
拾、鑰字 

「效法、不效法」「行的…事、正的事、惡的事」 

 
拾壹、內容大綱 

一、國度的傳位(一至二章) 1.大衛晚年和所羅門受膏(一 1~53) 2.大衛遺囑和所羅門執行(二 1~46) 

二、國度的興盛(三至十章) 1.所羅門的婚姻和智慧(三 1~28) 2.所羅門的臣僕和名聲(四 1~34) 3.所羅門的

建殿和獻殿(五 1~八 66) 4.所羅門的神恩和政績(九 1~28)  5.所羅門的國賓和財富(十 1~29) 

三、國度的分裂(十一 1~十二 24) 1.所羅門的離棄神和對手出現(十一 1~43)  2.羅波安繼位和耶羅波安造反

(十二 1~24) 

四、國度的衰敗(十二 25~二十二 53) 1.北國耶羅波安的背道和死亡(十二 25~十四 20) 2.南國羅波安的背道

和死亡(十四 21~31) 3.南國猶大諸王(十五 1~24)  4.北國以色列諸王(十五 25~十六 34) 5.北國亞哈王和先知

以利亞(十七 1~二十二 40)  6.南國約沙法王和北國亞哈謝王(二十二 41~53) 

 
  
 

 ── 摘錄自黃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列王紀上註解》 https://www.ccbiblestudy.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