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書第三十講講義 

 

歷代志下 33–36 章｜主題：南國末年君王的悖逆、悔改與歷史詮釋   

一、關於瑪拿西的兩種觀點敘事（代下 33 章 vs 王下 20） 

1. 列王紀的視角 

o 瑪拿西行惡極端：恢復邱壇、設立巴力與亞舍拉、行巫術、以子獻火…… 

o 預告審判：因其罪比亞摩利人更甚，猶大必受擄（王下 20；代下 33:1–9）   

2. 歷代志的補充 

o 被擄巴比倫→極其自卑禱告→蒙上帝垂聽→歸回仍復位 

o 歸回後立即改革：築城牆、設軍長、拆偶像、重修祭壇、恢復獻祭（代下

33:10–20）   

3. 神學對比 

o 列王紀強調「罪與審判」的不可挽回 

o 歷代志同時呈現「行惡受擄」與「悔改得憐憫」 

二、約西亞的宗教改革與死因記述（代下 34–35 章 vs 王下 22–23 章） 

1. 改革時序對照 

o 列王紀：第 18 年修殿→發現律法書→撕衣悔改→展開全面改革 

o 歷代志：第 8 年已尋求大衛之神、第 12 年潔淨邱壇，至第 18 年再修殿→始

獲律法書→深化改革   

2. 示警與喪命 

o 列王紀簡述：法老尼哥至幼發拉底河，米吉多遇見即殺（王下 23:29） 

o 歷代志補充：尼哥先警告「服事我，我不攻你」→約西亞不聽→戰死米吉

多（代下 35:20–27） 

o 意義：凸顯「神意透過外邦君王之口警戒，違命即招致死亡」的因果關係。 

三、歷代志作者的詮釋視角 

1. 選擇與省略 

o 刪除北國事蹟、淡化南國負面，突出敬拜盟約與君王與神的關係。 

2. 審判與恩典並行 

o 瑪拿西與約西亞皆示範「罪必受報」與「真誠悔改得憐憫」並存。 

3. 編排神學信息 

o 從瑪拿西的悔改與約西亞的改革，最終以古列下詔（下 36:22–23）作為結

尾，在審判與警戒之後，賦予盼望的亮光。   

四、編排次序與聖卷定位 



 希伯來聖經排列：歷代志為聖卷最後一卷，置於以斯拉－尼希米之後。 

 編者意圖：以「古列詔令…歸回重建」作結，強調悔改與盼望。   

五、新約連結 

 路加家譜：自耶穌倒敘至亞當，與歷代志以亞當起源的家譜相呼應。 

 新約應許：以弗所書 1:4–5「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我們…預定藉耶穌得

兒子名分」，印證歷代志「創世揀選」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