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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的家譜是從約瑟向上數的﹐一直追到亞當。路3.23應說

「約瑟是希里的女婿」﹐所以其為人性的血脈﹐也是上溯到大

衛身上的。 

B. 耶穌基督的皇家名號(700) 

 第32章會詳述彌賽亞的名號。 

 神的兒子：(1)與大衛之約有關(撒下7.14；約1.49﹐拿但業

的認信)；(2)與從聖靈懷孕有關(路1.35)；(3)與三位一體中﹐祂

與父的同為永遠之神的先存性﹐言及其自有性(aseity, 約17.1-

5)。 

 人子：出自但7.13﹐主自己在太26.64-65 (//可14.62-67)更清

楚講到此名號的涵意為何。在對觀福音裏它出現69次﹐在約翰

福音裏﹐12次。這是耶穌最常用的名號。 

C. 耶穌基督與大衛之約(701) 

 大衛之約在耶穌身上確定而完全。(1)耶穌在祂的人性上成

全此約。因此約有其條件性﹐唯有在祂的身上成全了﹗「唯祂

是配」(啟5.13；參提前3.16)。 

 (2)耶穌就祂的神性而言﹐復活升天安坐在天上大衛王的寶

座上﹐以住一切大衛國度的君王都不過是影兒﹐實體在祂的身

上應驗了(參徒2.33-34﹐來12.22-24)。雖然完全的應驗還要等到

終末(啟21-22)﹐但藉著聖靈的澆灌﹐祂的國度今日「已然」建

立在世界各地。 

第24章思考問題 

 ANE的王權性質如何使你認識耶穌基督為汝王﹑更為豐

富﹖大衛之約的無條件性及條件性﹐如何引導你透過基督與

神﹑以及與世界的關係？ 

 

第廿五章 神恩賜塑造歷史的話語﹕1/2王上(702) 

「透過穹蒼﹐宇宙掌握我﹑吞噬我﹐猶如一粒微塵；而我卻透

過思想﹐掌握宇宙。」 

巴斯卡﹐沉思錄。6.385 
Eugene H. Merrill, Kingdom of Priests: A History of OT Israel. Baker, 1987. Chap-

ters 6-7 on David. pp. 223-284. 
Walter C. Kaiser, J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Bronze Age through the Jewish 

Wars. Broadman & Holmman, 1998. Chapters 16-18 on David, pp. 225-267. 
________. Revive Us Again: Biblical Principles for Revival Today. rev. Christian 

Focus, 2013. CT: 哭求復興。台北：以琳﹐1986。(中譯應是第一版者。) 

舊約年代表﹐NIV/更新研讀版聖經。扉內頁。由於華爾基的書在此只

在處理神學﹐對於諸王的繫年﹐沒有著墨。參見這份年表﹐

可以得到福音派學術界所公認的年代表。猶大國自羅波安起﹐有

19位君王(羅波安﹑亞比雅﹑亞撒﹑約沙法﹑約蘭﹑亞哈謝﹑[亞他利雅太

后]﹑約阿施﹑亞瑪謝﹑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瑪拿西﹑約西

亞﹑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西底家)﹐計篡位的亞撒利雅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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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王上/下引言(702) 

 列王記的敘述從所羅門朝(970~930 BC)起﹐到西底家朝為止

(597~586 BC)。諸王皆有武力﹐但真正的力量乃是因信靠主而有

的能力﹐透過先知的傳講乃神蹟﹑彰顯出來的。 

 我們從列王記的交錯排列分析中﹐知其樞紐為最黑暗的暗

利王朝(王上17~王下11)的十七章敘事中﹐主角不是諸王﹐而是

先知以利亞及以利沙的對抗巴力偶像崇拜。 

 在列王記47章的鋪陳裏﹐我們看到申命記神學是歷史前行

的密碼﹐自有者與恩約社區/國家一直在互動。 

 史家撰寫本記時﹐有其史料(王上11.41等)﹑互用經文(王下

18.17-19.37//賽36.1-38.38)﹐藉此顯明約下的祝福與咒詛。記述

各王時有其公式：其登基等及其死亡等。在分裂期﹐還會敘述

北國君王的繫年﹐以以為年代參考。各王的政績黑白分明﹐因

此﹐自有者按著祂的恩約在治理以色列。 

II. 王上的解經與神學反思(704) 

 列王記的交錯排列分析如下： 

A. 所羅門與聯合王國(王上1-11) 

 B. 北國分裂(王上12) 

  C. 以色列與猶大諸王(王上13-16) 

   X. 暗利王朝(王上17-王下11) 

  C’. 以色列與猶大諸王(王下12-16) 

 B’ 北國的覆亡(王下17) 

A’. 僅存猶大國(王下18-25) 

王的三心兩意造成國度的分裂。最惡之君瑪拿西(697~642)執政

55年﹐猶大國篤定的覆亡是由於他所犯的罪惡(王下24.3)。 

 北國沒有一個好王﹐不是拜金牛犢﹐就是拜巴力。轉折在

暗利王朝﹐最精采的對決是以利亞與耶洗別(的850位假先知)之

間﹑屬靈的爭戰(王上18.19)。 

A. 所羅門與聯合王國(王上1-11. 705) 

 這是所羅門王統治年間記述之分析： 

A. 先知涉入皇位繼承(1.1-2.12) 

 B. 所羅門摧毀危及其安定的威脅(2.13-46) 

  C. 所羅門朝早期應許(3.1-15) 

   D. 所羅門為百姓使用智慧(3.16-4.34) 

    E. 所羅門準備建殿(5.1-18) 

     F. 所羅門開始建殿(6.1-38) 

      X. 所羅門建造「拼比」建築(7.1-12) 

     F’. 所羅門完成建殿(7.13-51) 

    E’. 所羅門獻殿並受警告(8.1-9.9) 

   D’. 所羅門為自己使用智慧(9.10-10.29) 

  C’. 所羅門朝的悲劇失敗(11.1-13) 

 B’. 耶和華升高危及其安定的威脅(11.14-25) 

A’. 先知決定皇位繼承(11.26-43) 

由F-X-X’顯示﹐其王朝興衰之轉折在於建聖殿與建宮殿。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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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為著敬拜獨一的神﹐而宮殿要容納他的許多異教信仰之妃嬪

(700+300…埃及﹑摩押﹑亞捫﹑以東﹑西頓﹑赫﹐11.1-8)﹐殿外

還為她們建造邱壇燒香拜偶像。 

 A/A’對比兩位先知的判語：拿單(1)與亞希雅(11)。 

 B/B’: 主為了管教所羅門的心偏於邪﹐便興起了哈達和利

遜；這是黃燈。 

 C/C’: 這對比顯示歷史太簡單了﹐申6.4-5是鑰節。 

 D/D’: 在所羅門王的後半生﹐我們看見他在戒色﹑戒鬥﹑戒

得三方面﹐都犯了﹐不再是申17.16-17所定義的「王」了。 

1. 先知涉入皇位繼承(1.1-2.12. 706) 

1a. 所羅門作王了(1.1-53. 706) 

 亞多尼雅想奪位﹐但是先知拿單介入了(1.8, 11-14, 22-27)。

於是大衛吩咐祭司給所羅門膏立為君。歡聲震動全城。 

1b. 大衛囑咐所羅門(2.1-12. 707) 

 這是君王囑咐。在代上22-29章有建立君尊祭司國度的囑

咐。在此大衛則交待要解決約押(2.5-6)﹑示每(8-9)﹐並要恩待巴

西萊的眾子。 

2. 所羅門摧毀危及其安定的威脅(2.13-46. 707) 

 亞多尼雅﹑約押﹑示每三人被殺。結論是堅定其國位。 

3. 所羅門朝早期應許(3.1-15. 708) 

 神應許賜以智慧以治國﹐並賜富足尊榮。 

4. 所羅門為百姓使用智慧(3.16-4.34) 

 這樣地使用智慧是按著他對神的許諾。所羅門的劍是著名

的故事(3.16-28)。 

 神也賜他廣大的心﹐他的智慧顯在智慧文學(箴言﹑傳道

書﹑雅歌)。從列王記來看﹐所羅門王晚年是墮落了﹐雖然歷代

志刻意不提﹐以刻畫一位理想的大衛的後裔。(只在代下10.9, 14

提及所羅門王的虐待百姓﹐以大興土木。) 

 [說那三卷詩歌書是他晚年悔改後的作品﹐這點沒有證據。

我們毋寧說﹐神使用他的作品來訴說智慧文學的信息。] 

5. 所羅門的聖殿與皇宮(5.1-9.9. 709) 

 6.1提及建殿在出埃及後480年﹐這是聖經本身提供的絕對年

代。因此學者可依此決定出埃及在主前1446 BC。 

 這一大段經文都在敘述建殿﹐只有一小段(7.1-8)敘述建造宮

殿﹐用了十三年﹐規模比聖殿更大。在文學分析裏﹐這一小段

是整個所羅門王段落的樞紐﹐那麼它就意味著該建造就成了所

羅門王一生的轉捩點﹗ 

 建殿的敘述與建造會幕者﹐十分彷彿。但它有進步… 

 在王獻上禱告時﹐8.27-30的話點明了聖殿的意義： 

8.27神果真住在地上嗎﹖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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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何況我所建的這殿呢﹖8.28惟求耶和華我的神垂顧僕

人的禱告祈求﹐俯聽僕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禱呼籲。8.29願

你晝夜看顧這殿﹐就是你應許立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聽

僕人向此處禱告的話。8.30你僕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處祈禱

的時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聽﹐垂聽而赦免。 

神住在天上﹐雖說這殿是祂在地上惟一的居所﹐然其意義是神

的兒女可以來這裏禱告﹑或向這裏禱告。 

 七方面的祈求(710)：維持公義(8.31-32)；赦罪歸回(33-34)；

赦罪降雨(35-36)；赦罪解危(37-40)；垂聽外邦人﹐使主名遠播

(41-43)；爭戰得勝(44-45)；被擄歸回(46-51)。總而言之﹐藉著

禱告尋求主赦﹐可以除去約下的咒詛。 

 獻殿是在住棚節慶﹐可見其歡樂(8.62-66)。神也再度向所羅

門顯現﹐也同時警誡他要守約(9.1-9)。 

6. 所羅門為自己使用智慧(9.10-10.29. 711) 

 本段及下段顯示在建殿後的所羅門王開始走偏了﹐申17章

的君王三戒他通通都犯了… 

7. 所羅門朝的悲劇失敗(11.1-13. 711) 

 讀到這裏我們不禁訝異﹐他為什麼會向毀滅直奔呢。大衛

失敗有回頭﹐他呢？似乎沒有。所羅門的故事以主最後的話語

作結了(11.11-13)。 

8. 耶和華升高危及其安定的威脅(11.14-25. 711) 

 在南邊有以東人哈達(11.14)﹐在北邊有利遜(11.23)﹐先知亞

希雅也預言國必分裂(11.35)。這些皆肇因於所羅門王的背約。神

也按大衛之約來管教他。 

B. 分裂的王國(12.1-16.22. 712) 

 北國的君王們都是崇拜並推崇偶像的；然而神仍藉著先知

的話語「砍伐」他們﹗何6.5說﹐「我藉先知砍伐他們﹐以我口

中的話殺戮他們；我施行的審判如光發出。」神仍在掌管這個

國度。 

1. 耶羅波安一世(931~910 BC. 12.1-33. 712) 

1a. 引言(712) 

 11-14章呈現交錯排列： 

A1. 亞希雅(先知)宣佈耶羅波安的王權(11.26-40) 

 A2. 所羅門王統治結束的套語(11.41-43) 

  B. 政治的分歧：排斥羅波安(12.1-20) 

   C. 猶大先知(示瑪雅)的肯定(12.21-25) 

    X. 耶羅波安的罪孽：發明新的崇拜(12.26-33) 

   C’. 猶大先知的責備(13.1-10 

  B’. 先知的分歧：排斥猶大的先知(13.11-32) 

 A1’. 亞希雅(先知)宣佈耶羅波安的淪亡(14.1-18) 

A2’. 耶羅波安統治結束的套語(1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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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觀察：A/A’：先知的活動主導歷史發展﹐其預言也指出結

局的可畏。 

 B/B’：羅波安要想想其祖大衛的討主喜悅原委－大衛一直在

猶大[以色列]國成為君王的楷模；閱讀申17章的君王訓誨﹐否則

就招來神的現世報。 

 連先知沒順服神的訓令﹐也遭獅子咬死了﹐況而君王呢？ 

 C/C’：王權由主而來﹐但主也可以將王權收回﹐視君王順服

神的誡命與否。[十誡是道德律的法典化(codification)﹐羅2.15, 

1.19-23﹐是普世執政者都有責任去付諸實行的。] 

 X：縱使神曾差遣先知按立耶羅波安﹐並預言他的王權等﹐

也不會視他的罪行而不顧。他的罪很嚴重。 

1b. 王國分裂了(713) 

 羅波安學父親的壞處﹐虐待人民(12.1-19)﹐用他的小姆指來

比父親的腰(10)。結果導致人民叛變。耶羅波安的身世(11.26-

28)﹐受膏等(29-40)﹐神沒有違背大衛之約﹐同時對耶羅波安順

服律法的要求﹐是一樣的。 

 耶羅波安在以色列人叛變時﹐從出逃的埃及回來。如果羅

波安的暴虐像「法老再世」﹐那麼耶羅波安好像扮演摩西的角

色了﹐來拯救以色列人(713)。亞希雅的預言應驗了﹐十支派歸

順了耶羅波安﹐成為北國﹐王國分裂。 

 但是耶羅波安為一己之私﹐發明了金牛犢的敬拜體系﹐以

與利未體系抗衡﹐並獲取政治利益(12.25-33)。到底幾位神？只

有獨一的真神﹐也只有一個祭壇﹐一個聖殿；耶羅波安之所為

等於創造出一位新的神祗﹐雖然他說這就是耶和華(參出32.4)。

這是犯了第二誡﹐什麼叫做拜偶像？最可怕者是稱偶像為耶和

華﹐然後叫人去拜他﹐但他不是真神﹐而是偶像。 

 以色列人自以來的獨一神之敬拜體系﹐被耶羅波安破壞

了﹐這罪叫做「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那罪」(王上13.34, 14.16, 

30, 16.2﹐王下3.3, 10.29, 13.2, 17.21)﹐導致亡國被擄。 

 為什麼金牛犢在人民中的行情這麼好？與水土肥沃有關。

[耶羅波安推出的是古代版本的成功神學~宗教﹐難怪回應者眾；

大家還記得Robert Schuler嗎？巴力崇拜其實也在這樣錯誤的思

維裏。] 將來摧毀金牛犢祭壇者﹐是約西亞(約620 BC﹐三百年

後﹐13.2-3)﹐應驗在王下23.15-20。約西亞的復興比希西家更澈

底﹐因為連邱壇都摧毀了；在以往的復興裏﹐邱壇都沒有廢

棄。「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一語一再出現在列王記裏(亞撒 

15.14﹐約沙法  22.43﹐約阿施 /耶何耶大  王下12.3﹐亞瑪謝 

14.4﹐亞撒利雅[=烏西雅] 15.4﹐約坦 15.35)。希西家朝「廢去邱

壇﹐毀壞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銅蛇…」(18.4)﹐這

真是大復興。約西亞再度廢去邱壇等各種所拜的偶像﹐不僅是

在猶大國(23.4-14)﹐且撈過界到北國的疆域去做屬靈和宗教潔淨

的工作(23.15-20)﹐這是更大的復興。 

 神人對耶羅波安的預言之應驗：耶羅波安的手枯乾了(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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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0)；獅子不吃先知的屍身(13.11-32)－結論是13.32的話：

「他奉耶和華的命指著伯特利的壇和撒馬利亞各城有邱壇之殿

所說的話必定應驗。」更早先的預言是摩西的警告：申28.63-64, 

29.28﹐即拔出與被擄。[這裏涉及聖地神學﹐能住在聖地者﹐是

因為他們順服主。那麼現代以色列順服主嗎？如果沒有﹐我們

可以說是「神」將他們安住在那裏嗎？因此不必給現代以色列

染上一層神聖的色彩。] 

 亞希雅更神了﹐他已經瞎了﹐但他在靈裏看得清清楚楚。

先前「按立」耶羅波安(王上11.29-40)﹐以及預言耶羅波安的災

難(14.1-18 用其子的病死來警告)。然而耶羅波安的政治野心不

為所動。 

 [我們可以問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當先知亞希雅「按立」

他為十支派之君王時(11.29-40)﹐耶羅波安應當如何做才真合聖

經呢？其實他想要做王﹐是因為心中的野心﹐而非要服務百

姓﹐拯救他們脫離所羅門與羅波安的暴政﹐更無意敬拜主﹑服

事主。] 

2. 猶大國的三位君王(14.21-15.24. 713) 

羅波安 

 羅波安(14.21-31﹐代下10-12章)：在列王記的記載裏﹐他十

分墮落： 

14.23因為他們在各高岡上﹐各青翠樹下築壇﹐立柱像和木

偶。14.24國中也有孌童。猶大人效法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趕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惡的事。 

柱像/木偶是為了敬拜亞舍拉女神祗﹐它是一種陽具崇拜﹐孌童

是配搭用的。十誡道德的前四誡與後六誡﹐是息息相連的。王

上14.25-28說明埃及王示撒的入侵﹐是神藉之管教羅波安朝的拜

偶像﹐及世風沉淪。 

 [注意﹐在代下的敘述裏卻呈現羅波安的另一面：神堅固其

國度 (11.17, 12.1a)；面對示撒攻入危機﹐他「自卑」了(12.7, 

12)。關於上述屬靈的墮落﹐卻不提。] 

亞比央/亞比雅 

 亞比央/亞比雅(15.1-8﹐代下13章)：在列王記裏乏善可陳﹐

一筆帶過。但在歷代志裏﹐卻敘述了亞比雅怎樣靠主打敗了耶

羅波安。還說他「漸漸強盛」。 

亞撒 

 亞撒(15.9-24﹐代下14-16章)：亞撒帶來一些嚴峻的改革。

與巴沙爭戰卻示弱到賄賂亞蘭王﹐離間他與巴沙的盟約。也記

載他年老時的腳疾。 

 歷代志說到亞撒早年的復興﹑武功等。賄賂亞蘭王一事﹐

有先知哈拿尼的責備(16.7-9)。16.9a是舊約裏的金句：「耶和華

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王因此

惱恨先見﹐囚之於監獄裏﹐也虐待一些百姓。腳疾成為他一生

最後的污點：「16.12亞撒作王三十九年﹐他腳上有病﹐而且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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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的時候沒有求耶和華﹐只求醫生。16.13a他作王四十一年而

死。」 

3. 從拿答到暗利(15.25-16.34. 715) 

拿答(耶羅波安之子 15.25-31) 

 他仍陷在其父的罪裏﹐第三年就被巴沙篡位了。 

巴沙(15.32-16.7) 

 他也是陷在耶羅波安的罪裏﹐先知耶戶預言其厄運。 

以拉(巴沙之子 16.8-14) 

 這朝代很短﹐甚至沒有什麼記錄。 

心利(16.15-20) 

 他只做王七日﹐就被暗利圍攻而自焚。罪名和前者一樣。 

C. 暗利王朝(王上16.21-王下10.27. 715) 

1. 暗利(885~874 BC. 16.21-28. 716) 

 暗利開啟一個新的王朝﹐其子以拜巴力為主神。他也陷入

拜金牛犢的罪裏。他做什麼事使史官說﹐他的罪惡比耶羅波安

更甚呢？應是為亞哈娶了耶洗別﹐後者將巴力崇拜推崇拜為新

的國教。撒瑪利亞是他建設的新國都。 

2. 亞哈(874~853 BC. 16.29-22.40. 716) 

2a. 開始作王公式(16.29-34. 716) 

 這是北國重要的王﹐在位21年。娶耶洗別﹐將巴力敬拜推

崇到熱點。神興起以利亞與以利沙來抵制抗巴力崇拜。 

2b. 以利亞(17.1-19.21. 716) 

 [關於以利亞服事的年歲﹐NIV研讀聖經OT年代表擊年是

875 ?~848 BC。聖經記述列王事蹟時﹐通常會擊年﹐但涉及先知

時﹐則幾無。亞哈是874年登基(~853)﹐當耶洗別成為皇后時﹐

巴力教就開始在北國茁興﹐於是先知被主興起正是為著抵制

它。迦密山的對峙應發生在亞哈執政的早年﹐當巴力教已發展

到850位假先知時﹗以利亞和以利沙兩人之間有重疊的﹐因為後

者曾「倒水在以利亞手上」(王下3.11)。 

 代下21.12-15記載以利亞一生最後的預言﹐是針對猶大國的

約蘭(848~821 BC)的﹐因此848年大概是以利亞升天的那年。] 

 以利亞是橫空出世的先知﹗在舊約裏算是與摩西幾乎平起

平坐的人物。 

 (1)以利亞與旱災(17.1-24. 716) 

 先知向亞哈王宣告旱災的開始﹐藉此打擊掌管肥沃的巴

力﹐叫百姓看見誰才是真神。 

 西頓是耶洗別的母國老家﹐在那裏居然有位敬畏主的寡

婦﹐給對抗巴力加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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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寡婦之子：以利亞先是闖入巴力教的母國﹐見證神是

使無變有的神；再闖入死亡的境界－「死亡」在迦南人的宗教

裏﹐是一神祗﹐與巴力作對的﹐是年年把巴力打敗的－見證神

是使死變活的神。怎樣才叫神呢？這兩個神蹟給了最佳的答案

(羅4.17)。 

 (2)以利亞與巴力的先知(18.1-46. 717) 

 以利亞實在太勇敢了﹐直指亞哈王問責(18.18)。 

 他與850年假先知在迦密山頂鬥法…最後證明耶和華是真

神。他憑信求雨﹐雨未沛降﹐他就聽到其響聲(41)﹗只看到一片

微雲﹐他就趕緊下山。 

 (3)在何烈山的以利亞與自有者(19.1-21. 718) 

 以利亞在此的表現不像神靈降在其身者(18.45)。甚至可以

說﹐似乎主的靈不在他身上了﹗迦密山頂上的以利亞和耶斯列

城門者﹐竟有如許之不同。 

 經文的文學分析如下： 

A. 背景：洞內﹐神的話臨到(9a) 

 B. 自有者的問話…(9b) 

  C. 回答：我大發熱心﹐人們還要殺我(10) 

   D. 耶和華說話(11a) 

    E. 烈風…不在其中(11b) 

     F. 地震…不在其中(11c) 

      G. 火…不在其中(12a) 

       H. 微小的聲音(12b-13a) 

A’. 背景：洞內﹐神的話臨到(13b) 

 B’. 自有者的問話…(13c) 

  C’. 回答：我大發熱心﹐人們還要殺我(14) 

   D’. 耶和華說話(15a) 

    E’. 膏哈薛(15b 王下8.7-15) 

     F’. 膏耶戶(16a 王下9.1-13) 

      G’. 膏以利沙(16b 王上19.19) 

    E’’. 哈薛殺…(17a) 

     F’’. 耶戶殺…(17b) 

      G”. 以利沙殺…(17c) 

       H’. 七千人未曾拜巴力(18) 

19.13-18的內容顯示﹐主繼續使用曾大大軟弱的以利亞﹐對付拜

巴力的亞哈王朝。E’’~G”是註釋E’~G’。所以由G’跳到H’﹐可以

看到13-18的循環的意義﹐與9-12者成一對比。 

 由分析顯示﹐華爾基以為(712)： 

平行體無可質疑地將「那靜默的微聲」代表那七千以色列

人。…七象徵餘民的完整無缺﹐意味著他們是神所揀選

的。而一千象徵其數目之大﹐尚未敲定。…以利以為惟獨

他是忠誠的﹐他完全搞錯了。 

ה דַקָּֽ ה  דְּמָמָ֥ 很難翻譯：它是一種微聲﹐卻同時又是一種靜默ק֖וֹ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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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 另見伯4.16﹐詩107.29)。以利亞的失敗其來久矣﹐只是耶 דְּמָמָ֥

洗別將他戳破而已。一言以蔽之﹐源自於他在事奉中隱藏的驕

傲。在迦密山頂的威風掩蓋了他心中的自豪﹐可是何時神一鬆

手﹐他就原形畢露。然而失敗也是最好的教育。19.10, 14的話像

放錄音機一樣﹐但是主在火後微聲之「靜默」中—這微聲是在

七千餘民中一直存在的﹐並不像以利亞所自豪的﹐獨此一家﹑

別無分店。H’與H項是對應的。 

 以利亞似已習慣於烈風﹑地震﹑火焰﹐他認定這些是神顯

現的模式；在迦密山上的爭戰中﹐不也是這樣的熱鬧嗎？他以

為那時神在其中顯現﹐悅納了他的獻祭。那麼現在在西乃山

上﹐神肯定也是一樣的。結果神是在「靜默的微聲」中顯現。 

 我們再往前推一點。以利亞在迦密山頂時﹐有火焰﹐有沒

有「靜默的微聲」呢？有﹐因為那七千人一直在那裏禱告事

奉。那麼神的顯現以結束乾旱的咒詛﹐難道不是回應那七千人

忠心長久的事奉嗎？以利亞如果早些明白﹐必定謙卑一點。 

 諸位別以為神因此就將以利亞擺到一邊去了﹐不﹐仍舊使

用他以完成除去巴力教的偉業。15-17節顯示以利亞仍是這重要

職事的代理人﹐連以利沙也是他的傳人： 

神吩咐以利亞 命令的執行 

王上19.15你[以利亞]…往大

馬士革去…膏哈薛作亞蘭王 

以利沙在大馬士革對哈薛說﹕

「耶和華指示我﹐你必作亞蘭

王。」(王下8.13) 

19.16a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

以色列王 

以利沙差遣一門徒去膏耶戶﹐

並說「耶和華如此說﹕我膏你

作以色列王。」(王下9.3) 

19.16b膏…以利沙作先知接

續你 

以利亞到以利沙那裡去﹐將自

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王上
19.19) 

膏哈薛與耶戶在王上19.15-16來看﹐是神吩咐以利亞去做的。但

是真正的執行人卻是以利沙。事實上﹐以利亞在848年就升天

了﹐爾後的工作是由以利沙繼續完成的。這兩位先知的職事是

連成一氣的﹐旨在抵制並消滅巴力教。 

 (4)以利亞呼召奮進的以利沙作他的侍從(19.19-21. 719) 

 這件外衣應當就是王下2.13者﹐其意義為2.9的禱告。自此

雙倍的神的靈感動以利沙。這就是以利亞的膏立他。 

2c. 亞哈與亞蘭的戰爭(20.1-43. 720) 

 藉這兩次戰爭﹐神要亞哈學習耶和華才是真神(20.13, 28)。

然而亞哈沒有在勝利中滅絕敵人(42)﹐未順服神的命令﹐他將以

自己代替亞蘭王。 

2d. 挪伯的葡萄園(21.1-29. 721) 

 無法無天與敗壞宗教是牽連的。拿伯是一個敬虔的以色列

人﹐耶洗別用殘酷不義的方法強取豪奪他的產業。書上引用了

一段亞娜(Anat﹐乃Astarte/Asherah的母親)的殘忍﹐怎樣以殺人

為樂(721)。敬拜巴力教的耶洗別的倫理之敗壞﹐也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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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亞哈之惡與強取拿伯的葡萄園有關。耶洗別是謁巴力之

女﹐謁巴力原為巴力祭司篡位成為西頓王。耶洗別豪奪拿伯的

土地﹐嚴重破壞土地不可永賣之規定;對待土地之法本身就是宗

教表現之一部分;後來亞他利雅也把此制度引進南國(很複雜,不多

說) 

 亞哈的命運已經篤定滅亡了﹐先是一位先知在亞蘭戰爭後

告訴他(20.41-42)﹐此番以利亞傳遞神要毀滅亞哈的信息(21.19, 

29)。 

2e. 亞哈死於基列的拉末(22.1-40. 721) 

 本章有一場聖經罕見的天上會議(22.17-23)。亞蘭人這次終

於雪恥了﹐打敗以色列和猶大聯軍﹐並且將亞哈王重傷以至於

死。亞哈為何要上陣呢？因有謊言的靈進入假先知的口﹐慫恿

國君出戰(22.10-12)。 

3. 約沙法(870[873]~848 BC. 22.41-50. 代下17-20章. 722) 

 列王記對他的著墨不多﹐只強調他是明君。 

 他最大的人生敗筆是與亞哈王結親(代下18.1)﹐把耶洗別的

女兒亞他利雅娶進猶大國﹐導致日後差點亡國。他還和亞哈同

盟出兵討伐拉末(基列地)。這事件後﹐先知耶戶前來責備他(代

下19.1-3)。但他仍日後與亞哈謝合作去他施淘金﹐但未果(王上

22.47-49﹐代下20.35-37)。 

4. 亞哈謝(亞哈之子 853~852 BC. 王上22.51-王下1.18. 722) 

 以利亞恢復職事後﹐依舊顯出其勇力對付巴力教的君王。 

第25章思考問題 
  
 

 

第廿六章 神恩賜塑造歷史的話語﹕2/2王下(724) 

「宗教太重要了；那些人說它不清楚﹐而怕麻煩不去尋求它的

人﹐被剝奪了宗教(的好處)﹐是對的。」 

巴斯卡﹐沉思錄。5.573 

舊約年代表﹐NIV/更新研讀版聖經。扉內頁。由於華爾基的書在此只

在處理神學﹐對於諸王的繫年﹐沒有著墨。參見這份年表﹐

可以得到福音派學術界所公認的年代表。猶大國自羅波安起﹐有

19位君王(羅波安﹑亞比雅﹑亞撒﹑約沙法﹑約蘭﹑亞哈謝﹑[亞他利雅太

后]﹑約阿施﹑亞瑪謝﹑烏西雅/亞撒利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瑪

拿西﹑約西亞﹑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西底家)﹐計篡位的亞撒利雅

太后。 

F. W. Krummacher (庫馬赫 1796~1868)﹐受苦的救主(1854)﹑Elijah the Tish-

bite (提斯比人以利亞(1828~1833)﹑復活的救贖主(1863)﹑Elisha, A Prophet 

for Our Times (以利沙﹕我們時代的先知 1838)﹑The Last Days of Elisha (以

利沙末後的日子 1852)﹑所羅門與書拉密女(1827)﹑David, the King of Israel 

(以色列王大衛 1866)等。這位講員是闡釋人物的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