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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但以理書（19）公綿羊、公山羊的異象（但 7:28-8:9）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但以理書 7:19-27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這段經文提到了十角、十王和一王，牠們分別代表什麽呢？啓示錄 17:12 中提到了十角、或

所代表的十個君王。可以與之對應的，尼布甲尼撒的異象中有十個腳指頭出現。但以理書

2:41-42記載：“你既見像的腳和腳指頭，一半是窰匠的泥，一半是鐵，那國將來也必分開。

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也必有鐵的力量。那腳指頭，既是半鐵半泥，那國也必半强半弱。”

對於這十個君王的身分還沒有統一的看法，但這些君王都將發起反基督的爭戰。然而，作為

萬王之王，耶穌基督終會戰勝他們。啓示錄 17:12-14說：“你所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

們還沒有得國，但他們一時之間要和獸同得權柄，與王一樣。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

權柄給那獸。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

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必得勝。”但以理書 7:24中提到的另外一個王就是未

來的敵基督。帖撒羅尼迦後書 2:3-4說：“人不拘用什麽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

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他是抵擋主，高

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裏，自稱是神。” 

 

信徒受苦終會有結束的一天，神的國度會存到永遠。神的子民受惡勢力的迫害不會持續太久。

神已應許將神的國度賜給至高者的聖民。到最後，神和神的聖民永遠掌權。 

 

天上和地上國度之間的帷幕被拉開。天上的審判者宣布，最後這王的權柄必被奪去。至高者

的聖民在通過了試煉之後，如今終於得勝。個別的國仍然存在，但全都歸於永存的國度管轄，

在那裏神的公義要被高舉。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但以理書 7:28-8:9的內容。 

 

但以理書 7:28記載：“那事至此完畢。至於我─但以理，心中甚是驚惶，臉色也改變了，卻

將那事存記在心。” 

 

但以理沒有把異象和象徵的內容說出去，因為這是屬於末世的異象。這些異象困擾著但以理，

並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於他改變了自己的看法；這對他來說是很陌生的。研究預

言不是為了滿足私人的好奇或增加知識。藉著禱告，謹慎地研究預言性質的經文，反而能使

信徒的靈命增長。 

 

在但以理書 7 章最後一節，談到但以理聽完天使對異象的解釋，心中仍然焦急懼怕，甚至臉

色蒼白。但以理把所看到的異象及其象徵意義謹記在心。這種焦急懼怕，可能是作者為要表

示但以理對於異象的解釋不太滿足，而想要在後面幾個異象加以闡述。因此，作者本來可以

在 27節結束 7章，但因為還有未盡的話，所以用 28節作為後面幾章的伏筆。 

 

但以理在 8 章所記載下來的異象，在當時還是預言，現在已經應驗了。但以理在預言的異象

中，看到一隻公綿羊長了兩個無比的角，還有一隻公山羊長了一個角，這個異象讓我們從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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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鏡下觀察第二和第三世界帝國之間的衝突，東方和西方、亞洲和歐洲之間的鬥爭。這是瑪

代波斯和希臘馬其頓帝國之間的競爭。我們要留意但以理書 2:4-7:28 是用亞蘭文寫成的，亞

蘭文是敘利亞的母語，是這四個偉大帝國的通用語。從 8章開始，又用希伯來文書寫。 

 

但以理書的第三個段落是對以色列的預言，8 章是這個段落的序論，啓示了但以理所見到的

第二個異象，距離他在 7 章看見的第一個異象約有兩年時間。這一章藉著有雙角的公綿羊和

公山羊的異象，指出了瑪代波斯帝國和希臘帝國的命運；小角比喻了猶太教被逼迫的事件。

這具體啓示了將要臨到神子民的殘忍逼迫和歷史性試煉。8 章經文明確地解釋了 7 章的比喻

和啓示文學性的表達方式。 

 

但以理書 8:1-4 記載了但以理得到啓示的背景，1-2 節交代了故事發生的地點及年代；3-4 節

記錄了關於公綿羊的異象。這四節經文是 8 章的導論，闡明了這章的內容是由異象構成及當

中啓示。 

 

但以理書 8:1 記載：“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異象現與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見的異象

之後。” 

 

這事發生在伯沙撒作王的第三年，伯沙撒是巴比倫最後一個王。但以理書 7 章所記載的異像

是在他作王的第一年看見的；因此，這兩個異象都是在巴比倫帝國快要結束時看見的。 

 

“有異象現與我─但以理，”但以理有意地表明瞭自己就是這卷書的作者。“伯沙撒王在位

第三年，”這句交代了故事發生在但以理看到 7章異象的二年之後，大約是主前 548年。作

者之所以特意論及時間和地點，是為了强調異象的真實性和事實性。但以理書的 2:4-7:28 是

用亞蘭文記載的，描述的是列國的歷史；而 8-12章是用希伯來文記載的，預言了以色列的未

來。 

 

但以理書 8:2 記載：“我見了異象的時候，我以為在以攔省書珊城（或譯：宮）中；我見異

象又如在烏萊河邊。” 

 

但以理發覺自己在書珊城中，書珊是瑪代波斯的首都，瑪代波斯是第二個世界帝國。“在城

中”是“靠近城裏”的意思。“烏萊河”是流經書珊的可漢河。這個異象的背景在書珊，不

在巴比倫，因為與第二、第三世界帝國有關。異象中所預言的，大約在二百年之內應驗了。 

 

“在以攔省書珊城中”，並非指但以理真的置身於以攔省的書珊城中，而是指他的靈在書珊

城。以西結書 40:1-3記載：“我們被擄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後十四年，正在年初，

月之初十日，耶和華的靈（原文是手）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帶到以色列地。在神的異象中帶

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邊有彷彿一座城建立。他帶我到那裏，見有

一人，顔色（原文是形狀）如銅，手拿麻繩和量度的竿，站在門口。”正如以西結在異象中

被帶到以色列一樣，但以理在異象中也被帶到了別處。歷史上，巴比倫的伯沙撒王在位第三

年的時候，以攔城已經遭到古列的入侵，而成為瑪代波斯的領土，所以實際去書珊城是不可

能的，但以理根本就不可能去書珊城。同時，書珊城是波斯帝國的首都，象徵波斯的富强和

繁榮。 

 

但以理書 8:3記載：“我舉目觀看，見有雙角的公綿羊站在河邊，兩角都高。這角高過那角，

更高的是後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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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雙角的公綿羊”，讀到後面 20節就能確認是指瑪代波斯帝國。“兩角都高。這角高過那

角，更高的是後長的。”這兩角是指瑪代人先出現，當時瑪代的將軍葛布裏亞斯毀滅了巴比

倫；然後波斯君主的權勢勝過瑪代，掌控了這個偉大的帝國，把帝國帶向最高峰。因此，這

只公綿羊才會有兩個角，而且一個比一個更突出，就是象徵在瑪代波斯帝國中，波斯人的權

勢更甚。 

 

公綿羊是波斯帝國的守護神，象徵瑪代波斯帝國。“後長的高角”，暗示在瑪代和波斯兩國

中，波斯更加强大，帝國將會被波斯所統一。 

 

但以理書 8:4 記載：“我見那公綿羊往西、往北、往南牴觸，獸在牠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沒

有能救護脫離牠手的；但牠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我見那公綿羊往西、往北、往南牴觸，”為什麽不說牠往東牴觸呢？因為波斯在東方，所

以不再往遠東移動；不然就會進到東方的印度和中國。他們向其他方向延伸。7 章的熊就是

代表這個帝國，他們被征服的靈激動了。 

 

“往西、往北、往南”：西部有巴比倫、敘利亞、小亞細亞地區，北部有阿爾美尼亞、裏海

海岸，南部有埃及。這象徵波斯帝國將征服上述所有國家。“獸在牠面前都站立不住，”聖

經多次把外邦的王和總督比喻為獸，獸主要用來指否認神的邪惡勢力。以賽亞書 14:9說：“你

下到陰間，陰間就因你震動來迎接你，又因你驚動在世曾為首領的陰魂，並使那曾為列國君

王的，都離位站起。”耶利米書 50:8說：“我民哪，你們要從巴比倫中逃走，從迦勒底人之

地出去，要像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以西結書 34:17 說：“我的羊群哪，論到你們，主耶

和華如此說：我必在羊與羊中間、公綿羊與公山羊中間施行判斷。”撒迦利亞書 10:3說：“我

的怒氣向牧人發作；我必懲罰公山羊；因我─萬軍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羊群，就是猶大家，

必使他們如駿馬在陣上。” 

 

但以理書 8:5 記載：“我正思想的時候，見有一隻公山羊從西而來，遍行全地，腳不沾塵。

這山羊兩眼當中有一非常的角。” 

 

當但以理對公綿羊的權能和能力感到驚奇時，從西方來了一隻公山羊，這只公山羊移動的速

度很快，牠的頭上長了一個突出的角。根據但以理書 8:21的記載，這只公山羊代表希臘，角

象徵亞歷山大大帝。在薛西斯的統治下，波斯打算往西移動，但是從西方來了這只公山羊，

牠移動的速度很快，腳不沾塵，這和四隻翅膀的豹呼應，暗示亞歷山大很快地調動他的部隊。 

 

但以理論及公山羊勝過公綿羊而自高自大地掌握世上權勢的異象，這表明世界歷史的興衰浮

沉均在神的護理當中。公山羊和公綿羊這二獸的比喻告訴我們，兩個國家作為腐敗的屬世帝

國，都建立在否認神的墮落人性之上。 

 

但以理書 8:6-7記載：“牠往我所看見、站在河邊有雙角的公綿羊那裏去，大發忿怒，向牠直

闖。我見公山羊就近公綿羊，向牠發烈怒，牴觸牠，折斷牠的兩角。綿羊在牠面前站立不住；

牠將綿羊觸倒在地，用腳踐踏，沒有能救綿羊脫離牠手的。” 

 

這段經文象徵亞歷山大所率領的馬其頓軍隊，將擊敗並征服波斯帝國。在歷史上，亞歷山大

大帝在伊索斯城戰役和高加米拉戰役中，擊敗了波斯的最後一個王大利烏三世，使瑪代波斯

帝國永遠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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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公山羊就近公綿羊，向牠發烈怒，”這是說公山羊帶著憤怒、憎恨的心移動，牴觸公

綿羊，要摧毀對方。薛西斯是波斯最後一任偉大的領袖，他突襲歐洲、希臘，調動三十萬大

兵的部隊和他們的家屬。希臘人很聰明，沒有出去迎戰，反而在溫泉關等著，溫泉關是個狹

窄的關口，無法容納大批部隊。一個希臘軍人等同至少十個瑪代波斯人，因為瑪代波斯人不

像希臘人那樣受過訓練、有紀律，於是希臘人在溫泉關打了勝仗。他們擊殺了龐大的波斯軍

隊。後來在薩拉米斯，薛西斯的三百艘艦隊被暴風雨毀滅了。消息傳來，當他知道艦隊全毀

之後，他下到海邊，脫下皮帶，用皮帶鞭打海浪，因為海浪摧毀了他的艦隊！ 

 

我的意思是，這絕不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的行徑。這記錄了東方最後一次努力想往西移動；以

後再也沒有人能成功地往西方大舉移動。默罕默德的摩爾人大軍曾經北上穿過西班牙，但是

在圖爾戰役中被阻擋了。同樣的，土耳其人嘗試從東方而來，穿越巴爾幹，但是他們也失敗

了。現在，在西方興起了這位偉大的將軍，一個年輕人，就是亞歷山大大帝。當他死的時候

才三十二歲；他是最偉大的軍事天才之一。他能够在陸地上快速地調動他的攻擊部隊，速度

之快，無人能比。 

 

但以理書 8:8 記載：“這山羊極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時候，那大角折斷了，又在角根上向

天的四方（原文是風）長出四個非常的角來。” 

 

這節經文預言希臘帝國傾倒，亞歷山大大帝部下將領互相攻擊，最後有四人出來分領國土。

其中一國為敘利亞，産生了後來敵對神和猶太人的安提阿哥王。 

 

“正强盛的時候，那大角折斷了，”這角怎麽會折斷了呢？人的力量是不能折斷的。據說，

當亞歷山大大帝掌握大權時，全世界都在他的統治之下。傳說他坐下來哭泣，因為這個世界

上再也沒有可以征服的地方，他已經征服當時的全世界。可是當他在做偉大計劃的一個晚上，

他喝了整夜的酒，突然發高燒，於主前 323 年死在巴比倫，當時他年僅三十二歲。巴比倫、

瑪代波斯、希臘馬其頓，這三個帝國都是因為放縱於花天酒地而衰敗。亞歷山大的偉大帝國

因為酗酒而敗落，他是個酒鬼，他征服了世界，卻不能克制自己。 

 

“又長出四個非常的角來。”當亞歷山大死時，他的帝國分裂成為四個，被四個人瓜分，7

章提到豹有四個頭，和這裏的描述一致。分裂這個帝國的是四個將軍：卡山德娶了亞歷山大

的妹妹，掌握了歐洲、就是馬其頓和希臘；賴西馬克掌握了小亞細亞的絕大部分，也就是現

代的土耳其；西流基掌握了亞洲，包含了帝國的整個東部、除了埃及以外；多利買掌握了埃

及和北非。 

 

“那大角折斷了，”象徵亞歷山大大帝之死。在希臘帝國的領土和權勢達到鼎盛之時，亞歷

山大大帝想要征服所有國家，建立世界性帝國，但他還沒實現這個夢想，就因傷寒而死在疆

場上。這一事實指出了以下兩點教訓：第一，人的局限和虛無；第二，人所擁有的資財和權

力無法延長和拯救自己的生命。 

 

“四個非常的角”意指亞歷山大大帝去世之後，希臘帝國各由他的四位幕僚將軍西流基、多

利買、卡山德和賴西馬克統治。 

 

但以理書 8:9 記載：“四角之中有一角長出一個小角，向南、向東、向榮美之地，漸漸成為

强大。” 

 

“榮美之地”就是指以色列。這一章的“小角”和前一章所描寫的小角不一樣。前一章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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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是第四個國家中興起，這裏的小角從第三個國家中長出來。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也請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