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代志上4：24-43

-西緬家族的族譜



經文背景

•《历代志》所讲述的是神救赎工作的历史。本书最初的读者是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

《历代志》一开始就是一份圣经里最长的家谱，用了整整九章篇幅。对于本书最初
的读者来说，这份家谱却是对失败者的安慰、对软弱者的扶持、对蒙召者的坚立。

•《历代志》成书于犹大被掳回归之后。这时，神借着这份伟大的家谱，数算自己的
百姓，把这些弱小、卑微的失败者的源头追溯到创造的起头「亚当」，让百姓清楚
地认明自己蒙拣选的地位，並看到神守自己的約-亞當之約，挪亞之約，亞伯拉罕之
約和摩西之約，大衛之約。神透过这份家谱所发表的，正是祂自己所宣告的：「我
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
望」（耶二十九11）。

•歷代志要傳遞的很重要的充滿信心的信息，充滿盼望的信息：這些餘種會向下扎根
，向上結果，結存到永遠的果子，最終會要成就的。

•西缅支派的这段家谱，不但提醒被掳归回的百姓要顺服神的命令，也鼓励一切软弱
、失败的子民：即使像西缅支派那样微弱，也能凭着信心被神大大使用。



12支派之一
雅各祝福-責備
摩西祝福-忽略

在十二支派中，西缅支派的
人口最少，在被掳之前几乎
没有存在感；回归之后却留
下了一段非常醒目的家谱，
位置排在犹大支派后面，篇
幅排在犹大、利未和便雅悯
支派后面。

西緬支派族譜

啓示錄21:19-20



在曠野的漂流 迦南地的分地



西緬支派與猶大支派的聯合行動
犹大和西缅都是利亚所生（创二十九33、35），两个支派的关系非常密切（士一3）。

西緬的詞根是：聽見；創29：33神聽見我遭人恨（引申出神給與幫助和祝福；基督來了）

主要發生在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後的時期，特別是在士師記和約書亞記中有相關記載：
1.共同征戰迦南地（士師記 1:3-17）

• 當以色列各支派開始征服迦南地時，猶大支派邀請西緬支派共同作戰，因為西緬的領地位
於猶大支派的範圍內（約書亞記 19:1）。

• 猶大支派率先進攻，西緬支派協助他們對抗迦南人和比利時人，成功奪取了許多城市，如
西法、洗革拉、希伯崙等。

2.領土上的融合與共存
• 西緬支派雖然分配到了屬於自己的土地，但這些土地位於猶大支派的境內，致使西緬與猶

大的關係非常密切（約書亞記 19:1-9）。
• 由於猶大支派較為強大，西緬支派的影響力相對較弱，逐漸被猶大支派同化或吸收。

3.大衛統治時期的合作（歷代志上 12:24-25）
• 在大衛王的統治下，西緬支派的戰士與猶大支派並肩作戰，支持大衛統一以色列王國。
• 西緬支派提供了7000名精兵，與其他支派聯合支持大衛王權。

4.後期的分裂與歸屬
• 在以色列王國分裂後，西緬支派與猶大一起成為南國猶大的一部分，而不是加入北國以色

列。
綜上所述，西緬支派與猶大支派的聯合行動主要包括軍事合作、領土共存、支持大衛王權以及後
來成為南國猶大的一部分。



1.族譜（4:24-27） 列出西緬的子孫，強調人口較少的事實。

2.定居地（4:28-33） 記錄他們的定居地，包括比耳示巴、摩拉大、哈薩書亞等地
                                                      這些地點主要位於猶大的南部，顯示與猶大的聯繫。

3. 擴張與戰事（4:34-43）

•在希西家的時代（猶大王約公元前 715-686 年），西緬支派的一部分人攻擊了以色列地南方的
米非族人（或譯米烏尼人），並佔據了他們的土地。
•他們也與亞瑪力人交戰，擊殺他們並定居在那地，

經文結構與内容分析
西缅支派的家谱



【代上四24】「西缅的儿子是尼母利、雅悯、雅立、谢拉、扫罗。」

【代上四25】「扫罗的儿子是沙龙；沙龙的儿子是米比衫；米比衫的儿子是米施玛；」

【代上四26】「米施玛的儿子是哈母利；哈母利的儿子是撒刻；撒刻的儿子是示每。」

【代上四27】「示每有十六个儿子，六个女儿，他弟兄的儿女不多，他们各家不如犹大

族的人丁增多。」

• 西缅有六个儿子（创四十六10），这里却只提到其中五个，而且只数算「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

」（创四十六10）的后裔（25-27节）。是作者精心拣选的结果，为要记念34-37节记录的那些

族长(不重要的先講， 最重要的最後講）。

• 西缅支派在旷野飘流期间就减少了60%的人口（民一23；二十六14）

• 所分的地业在犹大的境内（书十九1-9），此后「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4：27）

：西緬支派，他的領土在猶大支派的南邊，傳統上 稱作南地的地方。有段時間，他們得地爲業

之後，西緬支派大多數是游牧民族，所以需要逐水草而居，環境比較惡劣，所以人口就急速地

下降，但是他們仍然都還存活著。



【代上四28】「西缅人住在别是巴、摩拉大、哈萨·书亚、」

【代上四29】「辟拉、以森、陀腊、」

【代上四30】「彼土利、何珥玛、洗革拉、」

【代上四31】「伯·玛嘉博、哈萨·苏撒、伯·比利、沙拉音，这些城邑直到大卫作王的时候

都是属西缅人的。」

【代上四32】「他们的五个城邑是以坦、亚因、临门、陀健、亚珊；」

【代上四33】「还有属城的乡村，直到巴力。这是他们的住处，他们都有家谱。」

• 28-31节列出了西缅人居住的主要城市，32-33节列出了这些城市附属的城邑与村庄，都位于犹

大南方的半干旱地带。

• 還告訴我們  4：31这些城邑直到大卫作王的时候都是属西缅人的。也就是説大衛做王的一開始

，環境艱苦，但他們還是挺下來了，雖然人數比較少，但他們還是堅持下來了。

• 西缅支派的家谱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列出了他们的应许之地，并强调「这是他们的住处，他们

都有家谱」（33节），宣告那些被掳回归的西缅人有权追溯神分给他们祖先的产业。







【代上四34】「还有米所巴、雅米勒、亚玛谢的儿子约沙、」

【代上四35】「约珥、约示比的儿子耶户；约示比是西莱雅的儿子；西莱雅是亚薛的儿子。」

【代上四36】「还有以利约乃、雅哥巴、约朔海、亚帅雅、亚底业、耶西篾、比拿雅、」

【代上四37】「示非的儿子细撒。示非是亚龙的儿子；亚龙是耶大雅的儿子；耶大雅是申利的儿

子；申利是示玛雅的儿子。」

【代上四38】「以上所记的人名都是作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

【代上四39】「他们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

【代上四40】「寻得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那里的是含族的人。」

【代上四41】「以上录名的人，在犹大王希西家年间，来攻击含族人的帐棚和那里所有的米乌尼

人，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因为那里有草场可以牧放羊群。」

【代上四42】「这西缅人中，有五百人上西珥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毗拉提、尼利雅、利

法雅，和乌薛，」

【代上四43】「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力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





• 4：38以後西緬支派願意和猶大支派聯合成爲南國的時候，就等於被猶大支派來

祝福和保護: 一方面歷代志的作者透過這個來特別强調猶大支派君王的權柄，也

提到如果願意來順服這個君王的權柄，也會得到祝福和保護，因此與猶大聯合之

後，4：38-39說他們宗族人數就開始增加了，以至於他們就往平原的東邊去尋

找放牧羊群的草場，然後就打敗了含， 也打敗了41節那邊的米烏尼人， 直到今

日。因爲那裏有草場可以牧放羊群，4：42甚至也打敗了亞瑪利人，就住在那裏

直到今日

• 意思是説儅他們與猶大支派聯合，就得到了保護和祝福之後，他們人口就變多了

，而變多之後就有能力去打敗其他的邊疆的民族，這就代表說他們順服就帶來神

的祝福，而特別提到他打敗了亞瑪力人。儅猶大支派很多人被巴比倫擄走之後，

仍然有少數的西緬支派的人仍然占據著以前他們打敗亞瑪力人所得到的土地直到

今日。

• 這就反過來給現在歸回的猶大支派的百姓很大的信心和鼓勵，曾經被猶大所保護

和祝福的西緬，他們以前靠著這樣的祝福和保護，以及依靠神就得勝，特別是勝

過神所命令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要去消滅的亞瑪力人這件事上，西緬人他們衷心

的順服神，打敗了亞瑪力人直到今日，就反過來鼓勵現在看起來比較殘破的猶大

支派的人，歸回之後要效法西緬支派他們對神的忠心。猶大支派要對神衷心，讓

萬事互相效力，西緬弱小的時候，猶大祝福了他們，後來猶大他們被擄走歸回之

後很弱，可是西緬他們依靠神所得到的一些信仰的經歷，神的得勝的成果，竟然

可以反過來鼓勵現在被擄歸回的猶大支派，神讓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參考淡江教會-國度影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aBAvjrtrp4莊育銘牧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aBAvjrtrp4


信心：信心前輩的脚蹤讓我們現在在高山低谷裏面都可以再次的被激勵，讓我

們來效法他們的脚蹤，在我們軟弱的地方爬起來跟隨神；

順服神： 蒙祝福， 被神使用

萬事互相效力：看見西緬和猶大兩個支派之間可以這樣彼此遮蓋，彼此祝福，

我們在神的國度裏面要更加珍惜，這種合一，友愛，互相接納，互相支持，互

相欣賞這種態度，神必賜福到我們當中。

應用



問題

1. 西緬支派是弱小的一個支派，爲什麽在這裏有長的篇幅記載他們的族譜？
2. 我們個人從這份家譜中獲得的信心和盼望？



軟弱的我 變剛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aexCo8lTqk


	Slide 1
	Slide 2
	Slide 3
	Slide 4
	Slide 5
	Slide 6
	Slide 7
	Slide 8
	Slide 9
	Slide 10
	Slide 11
	Slide 12
	Slide 13
	Slide 14
	Slide 15
	Slide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