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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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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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列王記下的釋經(724) 

A. 以利沙循環(2.1-8.15. 724) 

 [以利沙的服事多未擊年﹐我們嘗試為之；這樣﹐會清楚一

些其服事的動態。華爾基認為以利沙的繼任是發生在北國亞哈

謝王死亡之時﹐即852年(王下1.17-18)。但是代下21.12-15載有以

利亞去信責備猶大國約蘭王(848~841 BC)一事﹐那麼﹐以利沙正

式承繼以利亞的反巴力大業﹐應在848年。他的職事時期頗長

(848~798 BC)。王下13.20記載以利沙之死﹐是在北國約阿施王

(798~782 BC)之時。] 

1. 以利沙承繼以利亞(應在848 BC. 2.1-25. 724) 

 以利沙的記載長於以利亞者﹐為展示自有者在那歲月如何

對抗巴力崇拜﹐正如許多神蹟故事所顯示的。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甚麼呢﹖」

之話﹐何意呢(王上19.20)？加上當以利亞要升天時﹐他度對以利

沙講﹐要他別跟著﹐但後者執意跟隨(王下2.1-8 吉甲伯特利

耶利哥約但河)﹐整段的意義何在？是要勸退後者嗎？還是測

試他的堅忍到底呢？當然是後者。呼召以利沙前來做先知﹐不

是以利亞的意思﹐而是神的旨意﹐他將終結巴力崇拜(王上19.15-

18)。 

 那麼以利亞對他做了什麼有意義的動作呢？「以利亞到他

那裡去﹐將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王上19.19)。這件外衣的象

徵意義非凡﹐乃指聖靈的工作。以利沙蒙召出來服事主後﹐學

習過一段時間﹐經上說他「倒水在以利亞手上」(王下3.11)。 

 當以利亞升天時其外衣掉落下來﹐以利沙拾起其衣打水走

過約但河﹐或許他也穿上以利亞的衣服﹐應驗了以利沙的禱

告：「願感動你的靈加倍地感動我。」(2.9, 15) 雙倍意味著他做

了長子的名份之承受者。以利亞行了七個神蹟﹐以利沙則行了

13個。(摩西行了23個﹐耶穌行了35個。) 

 [雅各將長子的名份賜給誰？其象徵意義在雅各井(約4.12)；

然而真正的雅各井乃是耶穌所賜的水﹐即「在他裏頭成為泉

源﹑直湧到永生」的泉源(約4.13)。更有趣的﹐第一位享受到者

是一位撒瑪利亞婦女﹗這長子的名份更要擴大為「活水的江

河」﹐是在耶穌得到榮耀以後流下來的(約7.38-39﹐19.34﹐徒

2.32-33﹐加3.14)。] 

2. 以利沙為耶利哥先知們治苦水(2.19-22. 725) 

 [北國約蘭王的年代是852~841年。以利沙反巴力教主要時間

是在848~841年間。耶戶將巴力教大力剷除﹐所以在其王朝年

間﹐按照王上19.17的預言﹐「將來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戶

所殺﹔躲避耶戶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殺。」耶戶只能剷除巴

力教的外在制度﹐而以利沙要用屬靈的方法剷除殘留在人心內

的巴力教。841~798年的43年(耶戶﹑約哈斯﹑約阿施)﹐是在繼

續除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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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說﹐用以利亞的外衣打水過約但河﹐應算他所行的第

一個神蹟。] 地被咒詛﹐土產不熟﹐人也會死。以利沙用新瓶裝

鹽治其水源。鹽指恩惠的永約。新瓶呢？應預表復活的升天的

基督(徒2.33-34)。 

3. 熊撕裂悖道伯特利的童子(2.23-25. 725) 

 此神蹟與前者成對：恩約下的祝福與咒詛。譏誚的話是從

童子口中說出來的﹐反映耶利哥一帶是多麼地不敬虔。 

4. 約蘭(852~841 BC 亞哈子. 3.1-3. 726) 

 亞哈謝無子﹐所以北國王位由其兄弟約蘭接續(1.17)。在這

裏說約蘭王曾除去巴力的柱像﹐似乎在這小段經文的意思是

說﹐他之所以被定罪﹐是因為他仍陷在耶羅波安拜金牛犢之

罪。然而身為耶洗別之子﹐他真除巴力嗎？耶戶責殺約蘭時﹐

包括其母的邪術(9.22)。當耶戶計殺巴力教的眾先知﹑眾祭司﹑

敬拜者時﹐那些都是約蘭王時代的勢力﹐包括許多柱像(10.18-

28)。 

5. 自有者誘使兩王在以東挫敗(3.4-27. 726) 

 [這是一場奇怪的戰爭。和合本在3.27譯如下：「[摩押王]便

將那應當接續他作王的長子﹐在城上獻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

耶和華的大怒﹐於是三王離開摩押王﹐各回本國去了。」[我們

可以將點竄的字拿掉﹐就感受到這事有點邪門：「以色列人遭

遇大怒﹐於是離開摩押王﹐回本國去了。」這個「大怒」與摩

押王將其太子獻給他們的假神基抹有關(23.13)﹐因此激發了摩押

人的鬥志﹐挽回頹勢。] 

 華爾基說﹐摩押軍隊的憤怒是超然的(superhuman)﹐因此逆

轉戰局。神要給這位邪惡的約蘭和健忘的約沙法一點教訓﹐叫

他們嚐到敗蹟而返。 

6. 先知的偉大/神蹟/奇事(4.1-44. 727) 

 以下的神蹟顯示以利沙在屬靈上﹐真是以利亞的長子名份

之傳人。 

6a. 先知寡婦的油瓶倒不完(4.1-7. 727) 

 此神蹟類似以利亞為撒勒法的寡婦所行增油者(王上17.7-

15)。 

6b. 書念婦女之子復活(4.8-37. 727) 

 此神蹟也類似以利亞為撒勒法的寡婦之子所行者(王上17.17-

24)。 

6c. 以利沙為吉甲先知解鍋中之毒(4.38-40. 727) 

 這個神蹟與先前在耶利哥的治水相似。 

6d. 以利沙以二十餅餵飽百人(4.42-44. 727) 

 這神蹟起源於「耶和華如此說」。 

7. 以利沙治好乃縵﹑懲治基哈西(5.1-27. 727) 

 我們大多只注意前者﹐而忽略後者﹐其實敘述的份量是對

等的。耶穌在祂的第一篇講道裏提及撒勒法(西頓)的寡婦和乃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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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所得的神蹟(路4.25-27)。兩人都是外邦人﹐卻都蒙大恩。 

 在乃縵蒙恩後﹐要如何解決良心的問題(王下5.18)。華爾基

的解釋是說﹐乃縵把他向先知討來的以色列的土﹐鋪在臨門廟

裏﹐當亞蘭王在拜他的偶像時﹐他則站在他的新土地上敬拜真

神耶和華。先知也對他說﹐「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拜巴力﹐而乃縵在外邦拜耶和華。何等

大而尖銳的對比。 

8. 以利沙使斧頭浮起(6.1-7. 728) 

 主眷顧卑微的門徒。 

 [將木頭丟下去﹐斧頭就浮上來－問題就解決了。摩西也丟

過樹木到水裏去過﹐水就變甜了。見出埃及記15.22-26在瑪拉的

經驗。木頭象徵主的十字架－如果我們靈意解經的話﹐將釘十

架的基督投入我們所遭遇的難處﹐水就變甜了﹐斧頭也浮上水

面﹐問題就解決了。] 

9. 以利沙擊敗入侵亞蘭人(6.8-23. 728) 

 亞蘭王倒是很聰明的﹐要打敗以色列國﹐必須先解決掉以

利沙。因此他們去圍攻多坍﹐意在捕捉先知。然而從上頭來的

幫助﹐有滿山的火車火馬在保護先知。 

 那麼為什麼最後以利沙沒有讓約蘭擊殺他們呢？華爾基的

解釋是﹐因為以色列國也在拜偶像﹐這不是聖戰﹐沒有殲滅的

問題。 

10. 以利沙預言撒瑪利亞解圍(6.24-7.20. 729) 

 這又是一次神蹟勝利。饑荒是約下咒詛﹐要脫離它﹐要藉

著悔改與禱告。約蘭王不但不悔改﹐反而歸罪在以利沙的身

上﹐要處決他 (6.31)﹐像極了他的父親亞哈 (王上18.17﹐參

19.2)。 

 於是先知對王說預言﹐城要解圍﹐饑荒將結束。主怎樣行

神蹟呢？「因為主使亞蘭人的軍隊聽見車馬的聲音﹐是大軍的

聲音﹔他們就彼此說﹕『這必是以色列王賄買赫人的諸王和埃

及人的諸王來攻擊我們。』」(王下7.6) 亞蘭大軍棄兵曳甲而

逃。那位扶著君王的軍長不信﹐預言應驗時在城門被出城群眾

踩死。 

11. 書念婦人產業歸還(8.1-6. 729) 

 這時的君王大概是耶戶。當婦人哀告陳情時﹐王既然知悉

了她的過去之事﹐就將一切產業歸還給她。 

 [這件事顯示﹐自有者會使敬虔人得著應許之地的產業。] 

12. 以利沙預言哈薛將繼任便哈達並苦害以色列(8.7-15. 730) 

 [華爾基在標題上寫便哈達二世﹐應改為便哈達 (? 890~ 

841)。] 

 哈薛首次在王上19.17提及﹐連續三人「受膏」﹐至終將巴

力教消滅。以利亞的所謂「膏立」哈薛﹐即透過以利沙對他預

言﹐「耶和華指示我﹐你必作亞蘭王。」(8.14) 哈薛聽到這話﹐

就將生病的便哈達殺死﹐篡位(841~814 BC)。但同時﹐先知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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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卻哭了﹐因他同時預言哈薛將苦害以色列人。 

B. 猶大國二王(8.16-29. 730) 

1. 約蘭(848~841 BC. 8.16-24. 730) 

 這位約蘭王是猶大國者﹐他的父親糊塗的約沙法王將亞哈

的女兒娶為長媳﹐即亞他利雅；後來幾乎斷送了大衛王朝。他

是個惡君。但神仍因為大衛之約而持守祂的信實﹐奇妙地延續

大衛家的寶座。 

 在他作王年間﹐原來臣服猶大的以東掙脫而獨立了。 

 代下21章以較長篇幅言及約蘭。他很殘暴﹐一登基就殺了

眾弟。先知以利亞致信給他(這是先知最後的預言了﹐875~848 

BC)﹐重責他陷猶大國於巴力教的邪淫﹐以及預言他會怎樣慘

死。約蘭王死後沒有葬在列王墓裏。 

2. 亞哈謝(841 BC. 8.25-29. 730) 

 亞哈謝王是耶洗別的外孫﹐算起來當時以色列王約蘭是他

的舅舅了。他去看望後者的傷病﹐沒想就碰上了死劫。 

 代下22章以較長篇幅言及亞哈謝。他只做王一年﹐且是母

親做他的主謀。他被耶戶殺害﹐代下22.7說﹐「這是出乎神。」

他一死﹐其母就起來剿滅猶大家王室﹐唯有約示巴(祭司耶何耶

大之妻﹑王之妹妹)藏了約阿施(太子)。 

C. 耶戶七倍血洗暗利朝(841~814 BC. 9.1-10.27. 730) 

 主前841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神總算藉著耶戶跟暗利王朝

算總帳。亞哈死在與亞蘭王便哈達的戰爭中﹐之後其子亞哈謝

接位(853~852)﹐但很短﹐只有兩年。接著的是暗利王朝的末代

君王約蘭(852~841)。(1)耶戶受膏為要清除暗利王朝﹐第一殺掉

的就是約蘭﹐並將他抛在拿伯的田間(參王上21.19)。 

 (2)他也殺掉了拜巴力的猶大國亞哈謝王。何西阿1.4的批判

耶戶「流人血的罪」﹐可能指這椿(參王下10.30)。 

 (3)除去耶洗別。 

 (4)除去亞哈的七十子。 

 (5)除去猶大國亞哈謝王的親戚42人﹐他們不知情﹐正要去

撒瑪利亞去向約蘭王和太后耶洗別問安的。 

 (6)將國都內亞哈其餘眾子都殺掉。 

 (7)最後將巴力教的先知﹑祭司﹑信眾等﹐一併除掉。 

 拜巴力的暗利王朝歷經四代(885~841)﹐終於消滅了。 

D. 分裂的國度(10.28-17.41. 731) 

1. 以色列王耶戶(841~814 BC. 10.28-36. 731) 

 耶戶王朝自此有四代。他雖除去巴力教﹐但仍拜金牛犢。 

2. 猶大王約阿施(841~825 BC. 11.1-12.21. 731) 

 亞他利雅(耶洗別的女兒﹑猶大國約蘭王的皇后﹑亞哈謝王

的母親)在其子被耶戶殺掉後﹐為巴力教復仇﹐在猶大國清洗大

衛的王室﹐並自立為王(841~835)。她的孫子約阿施是漏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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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為忠心的大祭司耶何耶大隱藏並保護起來﹐七年後才肅清

篡位的太后。 

 他可以說是耶何耶大養大的﹑教育大的﹐七歲登基作王40

年。只有在耶何耶大(=姑父)在世時﹐他還像個樣；等後者死

了﹐他就走樣。代下24.17-22告訴我們﹐他居然去拜亞舍拉﹐不

顧先知警戒﹐甚至將先知~祭司撒迦利亞(耶何耶大之子)殺害

了﹗神就興起亞蘭王哈薛來管教他。最後他死於叛軍手下。他

死後沒有葬在王寢裏﹐反而是耶何耶大葬在其中 (代下24.25, 

16)。 

3. 以色列王約哈斯(814~799 BC. 13.1-9. 732) 

 耶戶王的兒子。他也拜亞舍拉﹐神容許亞蘭王哈薛和便哈

達二世入侵﹐懲治他到只剩下馬兵50等。 

4. 以色列王約阿施(799~782 BC. 13.10-25. 732) 

 這位君王似乎對以利沙存著某些敬意﹐雖然他本人仍是拜

金牛犢的。以利沙的得勝箭﹐只打地三次太少了﹐可惜了。不

過約阿施因此可以擊敗亞蘭王三次﹐將失土贏回。 

 以利沙的骸骨有復活的大能。 

5. 猶大王亞瑪謝(796~767 BC. 14.1-22. 732) 

 亞瑪謝王為王29年﹐有好的開始。大勝以東。但是可惜的

是－真如北國約阿施說他的－「打敗了以東人就心高氣傲」

(10)﹐一仗一敗塗地：被擄﹑聖城城牆拆毀﹑聖殿寶物被掠等

等。華爾基說﹐亞瑪謝與約阿施形成強烈對比。 

6. 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二世(782~753 BC. 14.23-29. 733) 

 這是耶戶家的第四位君王。做王41年要計入他與其父共同

攝政的年歲。單獨做王有29年。他的武功直逼所羅門的高峰。 

7. 猶大王亞撒利雅/烏西亞(767~740 BC. 15.1-7. 733) 

 列王記給他的記載不多﹐詳情要看代下26章(烏西亞王)。他

的武功﹑建設﹑治理等都屬強盛﹐「就心高氣傲﹐以致行事邪

僻﹐干犯耶和華他的神。」就是侵犯祭司權。神以大痳瘋擊打

他﹐直到死都與聖殿隔絕。他所葬的地方似乎與列王的墓有

別﹐是屬於王陵的田間。 

 烏西亞的失敗是重蹈其父親的錯誤。 

8. 以色列國末日開始(15.7-31. 733) 

 耶戶王朝的夬代君王撒迦利雅只做了六個月的北國君王﹐

就被沙龍篡位。沙龍只做王一個月﹐就被米拿現所殺。米拿現

做王十年﹐亞述王來攻打。其子比加轄做王兩年﹐被比加篡

殺。比加做王20年﹐其間亞述王來攻打﹐擄民掠地。最後何細

亞又篡其位。 

9. 兩位猶大國的王(15.32-16.20) 

 約坦又見代下27章。算是明君。與亞捫人打仗得勝。王下

15.37, 16.5提及亞蘭王利汛等來襲一事﹐詳見賽7章。約坦與亞

哈斯有共同攝政期(735~731)。 

 亞哈斯在諸王中是獻子為祭的惡王。他求救於亞述王﹐做

了不少荒腔走板的事。 



OT Theology by Waltke – Study Guide   p. 153a OT Theology by Waltke – Study Guide   p. 153b 

10. 以色列的淪陷(17.1-41. 733) 

 何細亞(731~722 BC)年間亞述王撒縵以色來攻打北國。何細

亞就稱臣﹐但後來背叛亞述﹐而轉向埃及。亞述王就再度來

襲﹐滅其國。 

 17.7-41乃是以色列國亡國的原委說明。 

E. 僅存猶大國(18.1-25.30. 734) 

1. 希西家(715~686 BC. 18-20. 734) 

 他與其父共同攝政於729 BC。北國滅亡了﹐他親眼看見。

列王記用三章篇幅記錄他的事蹟﹐明顯對他大大推崇：「效法

大衛一切所行的」(18.3﹐參22.2的論約西亞王相似評語)。很大

的篇幅是記載他如何面對亞述危機﹐這些經文也重覆出現在代

下和以賽亞書。 

 論宗教改革﹐約西亞可說和他一樣澈底﹐甚更激烈﹐但是

本卷書給予他一項美名：「希西家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在

他前後的猶大列王中沒有一個及他的。」(18.5) 

 要更深地認識希西家和約西亞﹐我們需要讀代下。代下論

希西家有四章篇幅(29-32)﹐報導了他如何振興了利未支派和祭

司家族﹐目的是復興舉國的崇拜主。這個重點比所羅門王更抓

住大衛王要建造君尊祭司之國度的異象(代上22-29)。在這點

上﹐約西亞王也是一樣共鳴(代下34-35)。 

1a. 希西家從亞述人得釋放(18.5-19.37. 734) 

 當時強權是亞述帝國：撒縵以色V (727~722 BC)撒珥根II 

(722~705)西拿基立(705~681)… 

 當701年亞述來襲時(18.13)﹐他的反應居然是對西拿基立

說﹐「我有罪了。」(14) 交罰款沒用﹐亞述王仍要他投降交出猶

大國。大將拉伯沙基的罵陣很厲害(19-35)﹐希西家反而激發出

信心承受「急難﹑責罰﹑凌辱」(19.3)﹐向主禱告。罵語十分褻

瀆﹐觸犯神的忌邪之心。 

 西拿基立打發人去見希西家講了一番話(19.10-13)﹐希西家

將信展開在主前。這危機乃是主與亞述王之間的對峙了。結果

主出手﹐差遣一個天使﹐當夜殺了185,000人﹐應驗了19.28 (參

19.7)。西拿基立後於681年被弒(19.37)。Herodotus (484~425 BC)

在他的古史裏提及這場戰爭﹐可能亞述部隊爆發了黑死病的緣

故。 

1b. 希西家從疾病得拯救與被擄到巴比倫之預言(20.1-21. 735) 

 王的致死疾病奇妙地得到醫治。這事應發生早於701年的危

機﹐華爾基訂在703年。 

 盛極而衰﹑否極泰來﹐是人生當注意的事﹐在主裏持盈保

泰是不容易的。巴比倫王比羅達巴拉但(721~710 BC)被迫臣服於

撒珥根II705年死後﹐他再次獨立﹐但又在703年被西拿基立驅

逐。希西家何曾知道﹐猶大國日後會被新巴比倫消滅掉；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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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的回語聽來真奇怪(20.19)。代下32.31以一節提及此事:

「這件事神離開他﹐要試驗他﹐好知道他內心如何。」這件事

變成了象徵性的﹐預言日後要發生的大事。 

 20.20的水道由城外的基訓泉引入城內(代下32.30)﹐長510公

尺﹐高1-3公尺﹐寬約0.6公尺。於1880年發現其內的「西羅亞碑

文」。 

2. 瑪拿西(687~642 BC. 21.1-18. 736) 

 這是最邪惡的君王﹐包括獻子經火給假神。猶大國的滅亡

肇因於他的身上。做王55年﹐破壞力大。 

 代下33.1-20提及他曾被擄到巴比倫﹐因此悔改才得以歸回

(33.23)。 

3. 亞們(642~640 BC. 21.19-25. 736) 

 惡君﹐被弒﹐沒有葬在列王陵寢內。 

4. 約西亞(640~609 BC. 22.1-23.30. 736) 

 這是大衛王朝最後一位敬虔的君王。在位第18年(622年)發

現律法書是大事﹐帶來屬靈的復興﹐不只在南國﹐也擴及北

國。代下34-35章更多詳述他的事蹟。 

 華爾基說﹐這麼好的君王被法老尼哥殺死﹐其實是神不願

他看到猶大國覆亡的悲慘命運。609年那年發生在巴比倫~埃及

之間的Carchemich大會戰﹐決定了古代近東的政治版圖。約西亞

王要出兵攔阻法老軍隊的北上參戰﹐聽起來似如他想以小國之

力﹐阻擋時代巨輪向前的滾動。 

5. 約西亞的子孫與耶路撒冷淪陷(609~586 BC. 23.31-25.7. 737) 

 約哈斯作王只有三個月﹐因為他的反埃及政策﹐使他被尼

哥俘擄。尼哥另立其兄弟約雅敬/以利雅敬為王。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入侵(606)﹐約雅敬臣服；三年後叛

變。巴比倫人再度入侵。約雅敬過世﹐其子約雅斤繼位。 

 約雅斤做王三個月﹐尼再來攻城﹐約雅斤投降﹐國中被擄

者眾(597)。 

 尼王另立約西亞的兒子西底家﹐做王十一年。他後來背叛

尼王﹐引來586年尼王的入侵﹐猶大亡國﹑聖殿被毀。 

6. 耶路撒冷淪陷之後(25.22-30. 737) 

 尼布甲尼撒王立了基大利為省長﹐管理以色列地。以實馬

利等人卻將他殺掉了﹐並逃往埃及。這事象徵了約下的咒詛：

神的家落入捆鎖與奴隷之中(申28.68)。 

 被擄的約雅斤卻後來(561)出監﹐活得尊貴。 

II. 神學(738) 

A. 神的國度(738) 

 這一主題涉及以下的三個概念… 

B. 神的宇宙性的國度(738) 

 主的主權遍及全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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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色列國(738) 

 從亞伯拉罕之約起﹐以色列民群體就被主確立為一國度﹐

並建立它。直到主前586年﹐猶大國亡國了﹐那麼大衛之約仍然

有效嗎？其王位其國度仍然持續嗎？ 

 從那一天起﹐這國的意義之屬靈性開始突顯了。西庇太的

二子(雅各﹑約翰)在其母親帶領下﹐向耶穌卡位國度大位之左右

兩位(太20.20-21)。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神的國。 

 主耶穌在約18.36的宣告：「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不

屬這世界。」 

 門徒在徒1.6的問話﹐「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

嗎？」(參1.3, 28.31) 

 這國度已由教會承襲了。 
D. 以色列餘民(739) 

 這點強調神國度的屬靈性。列王記裏有一些外邦人－乃

縵﹑撒勒法的寡婦－蒙恩了﹐證明他們也是餘民。屬靈的神國

超越了政治領域。 

 這國度也不因神的百姓有限的經驗﹐而辨明其存在與否。

拿伯失去了他的產業和生命﹐好像神國沒有護庇他﹐但他屬神

國﹐為它殉道﹐保羅用餘民觀念來詮釋教會﹐在末日﹐肉身的

以色列人都要歸主﹐也是餘民。 

E. 獨一神信條(740) 

 申命記神學主導整卷列王記﹐神的究竟由十誡來定義。 

 人犯罪後﹐失去了認識真神的知識﹐除非神的啟示；而聖

經正是這部啟示﹐不是自然啟示﹐而是話語啟示。 

F. 中央聖所(741) 

 這是申命記十二章裏的啟示(詩132.5, 8, 13﹐參申12.5, 11, 21, 

14.23, 16.2, 6, 11, 26.2)。這個中央聖所彰顯神的潛在性﹐在這裏

祂與祂的百姓相遇。 

 列王記裏最大的困擾是「邱壇」。主要祂的百姓不要用迦

南人的模式敬拜祂﹐要到聖所敬拜祂。可是神的百姓不都住在

聖城﹐怎麼辦呢？神的超越性仍容許他們用屬靈的方式敬拜

祂﹐且在靈裏遇見祂。 

G. 神的潛在性：聖殿(741) 

 當聖殿蓋好獻上時﹐神的榮耀充滿它。這是救贖史上的大

事。向著聖殿的禱告(王上八章)有七方面的祈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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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當神的百姓不遵守律法時﹐祂寧可將聖殿丟給外邦人

去凌辱﹐來突顯祂已經不在這殿了。可憐的是不敬虔之輩仍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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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聖殿不放﹐而不緊緊抓住主。 

 當以色列民被擄歸回時﹐聖殿對他們有格外重要的意義﹐

因為「國」已經不存在了﹐大衛家的寶座已不在了﹐他們可以

把握得住的是聖殿。因為重建聖殿十分重要。但是聖殿的意義

已經越來越傾向它的屬靈性了(該2.9﹐以及許多詩篇)。 

H. 約下責任與實質獎賞(743) 

 恩約是永遠的；永遠性必定章味著其無條件性。那麼為什

麼恩約又有其條件性呢？這點強調人在約下的責任。當人盡責

時﹐神就有所恩賜作為獎賞。 

 恩約下的賞罰分明﹐鋪陳了歷史。人的失敗不會攔阻神的

永旨﹐但它會使人失去了他在神旨中存在的意義。 

I. 神的主權(744) 

… 

主題 預言 應驗 

撒督取代以利家 

大衛之子建殿 

撒上2.35 

撒下7.13 

王上2.26-27 

王上8.20 

十支派離去所羅門國 

應驗神對耶羅波安的話 

王上11.29-31 王上12.15b 

約西亞將摧毀伯特利壇 王上13 王下23.16-18 

耶羅波安朝將覆亡 

以色列北國將覆亡 

王上14.6-10 

王上14.15 

王上15.29 

王下17.21-23 

巴沙王朝將覆亡 王上16.1-4 王上16.11-12 

重建耶利哥﹐長子死亡 書6.26 王上16.34 

以色列將四散 王上22.17 王上22.35-38 

亞哈家必亡 王上21.17-24 王上21.27-29, 

22.37﹐王下9.25-
26, 30-37 

亞哈謝(北國)王必死 王下1.6 王下1.17 

必不下雨 王上17.1 王上18.41-46 

撒瑪利亞饑荒要舒解 王下7.1 王下7.16 

不信官員要死亡 王下7.2 王下7.19-20 

哈薛要殺以色列人 王下8.12 王下9.14, 16, 
10.32, 12.17-18, 
13.3, 22 

災難將臨猶大﹐以懲罰

瑪拿西的罪行 

王下21.10-15 王下24.2 

約西亞王看不到將臨到

耶路撒冷的厄運 

王下22.15-20 王下23.30 

 

J. 天命(746) 

 時間向前走﹐惟有主可以主導一切﹐祂不僅知道未來的一

切(預知)﹐而且祂叫一切的事互相效力。 

 [在系統神學裏﹐天命有三要素：(1)神保守所有的受造之物

的存在﹔(2)使祂自己涉入在所有的事件中﹐此之謂「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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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導所有的事件﹐走向指定它們的目的。此之謂「管治」。] 

K. 啟示(746) 

 指的是話語啟示。在列王記裏﹐我們經常看到先知的出

現。按理說﹐有了律法應該夠了；然而神再差遣先知來強調律

法﹑詮釋它。 

L. 神蹟(746) 

 在巴力教的信仰裏﹐Ugaritic文件顯示﹐巴力的能力顯明在

八件事之上：火﹑雨﹑穀與油﹑生子﹑醫治﹑復活﹑升天﹑擊

敗河神。 

 以利亞在迦密上頂上的對抗中﹐他擊敗巴力教先知在以上

八方面… 

M. 預表(747) 

 以利亞預表什麼？ 

N. 敬虔與禱告(748) 

 所羅門的失敗… 

 約沙法的失敗… 

 向聖殿禱告的意義… 

O. 神的恩惠(749) 

 列王記裏顯示了神是恩待祂的百姓的神。機制仍是律法﹐

人需要順服神﹐遵行祂的誡命﹐不但可以蒙恩﹐且恆久在恩惠

之中。 

P. 先知(750) 

 這班人是受命來傳遞神的旨意的：或正面﹐或負面(為糾正

我們的錯誤)… 

 在救恩史轉換時﹐先知出現得頻繁… 

Q. 祭司(751) 

 祭司有時執行先知的任務﹐但一般來說﹐他們不是先知﹐

乃是祭司：帶領神的百姓敬拜神﹐用律法教導他們更多在生活

中認識神(瑪2.6-7)。 

 理想上來說﹐祭司們是生來的拿細耳人﹗ 

R. 大衛王朝的蒙揀選(751) 

 亞伯拉罕之約西乃山之約大衛之約(耶利米書及先知

文學內的)新約﹐是一連串的發展﹐最終匯集在基督的身上。大

衛及其國度永遠的寶座﹐是創3.15之救恩應許的實現。所以天使

加百列在路1.30-33, 35-37裏提及「大衛的位/寶座」(τὸν θρόνον 

Δαυὶδ)；天使也在路2.10-12裏提及了「大衛的城[伯利恆]…救

主…主基督」。 

第26章思考問題 

 列王記的神學如何幫助你瞭解你在世上和天上做公民的意

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