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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志概論與簡介 

I. 名字： 

 希伯來聖經中稱之為 divre hayamim，意思是 “對那些日子的陳述” 

 七十文士譯本 稱之為 Paraleipomenon ton basileon iouda ，意思是“遺漏的事情” 

 教父 Jerome 在將聖經翻譯成拉丁文時建議稱之為 Chronicon totius divinae historiae 

(意思是“整體神聖歷史的編年史”)，後來被馬丁路德採納 

 

II. 作者：歷代志編年者 

 

III. 年代：寫於被擄歸回之後，大約主前 430-340  

 

IV. 對象：從巴比倫被擄中歸回的百姓 

 面對艱難環境的百姓：面對經濟困難、外族壓迫、內部衝突 、靈性冷漠 

 發出質疑的百姓： 

o 何以猶太人受了如此大的苦？要再持續多久？神失敗了嗎？ 

o 神是否已經終止祂與以色列的約？我們是否仍為神的子民？ 

o 以色列還有政治前途嗎？ 

 

V. 歷代志的意義： 

 確認被擄後歸回的百姓乃是承接了神與以色列的約定 

 激發被擄後的以色列人憑信心去仰望掌管著歷史的主 

 

VI. 特點： 

 為舊約做總結並提供一個從頭到尾的解釋，教導我們如何解讀舊約事件 

 大量參考前作： 

o 至少 32 種來源：官方編年史、官方族譜記錄、先知的記載 

o 超過一半的蝙蝠來自撒母耳-列王 

o 與創世記相像：從亞當開始，結局明朗 

o 與申命記相像：對一個不同的群眾重述之前的歷史，為要提醒百姓紀念神約 

 舊約的唯一對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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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神學重點： 

 餘民都是神的百姓，以色列的合法後裔，是約的繼承人 

 神的性情與目的永不改變且活躍於歷史中 

 聖殿絕對重要，關乎百姓和國家的福祉 

 順服絕對必要，關乎我們經歷上帝的祝福與否 

 唯有神是一切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