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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但以理書（25）個人的利害關係極易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只有在神裏面才能建立真正的信賴關係（但 10:1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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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3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在傷痛中是誰賜下良藥？在淚水中又是誰會賜下安慰呢？神在本章中所啓示的這個異象，使

但以理大為驚恐，目瞪口呆、渾身無力。神的使者便安定他的心；觸摸他，使他能開口說話；

安慰他，使他增添力量。今天，神在我們疼痛時賜給我們醫治，煩惱時賜給我們平安，軟弱

時賜給我們力量。相信神會像看顧但以理那樣看顧你我。 

 

禱告不單是說話，也是屬靈的爭戰，身為基督徒，我們又豈可馬馬虎虎地輕忽了事呢？神向

但以理派遣的那位使者，竟被一個强大的波斯魔君阻延了三周。但以理的恆切禁食、禱告，

使得那位天使在天使長米迦勒的幫助下來到他面前。神對我們禱告的回應可能會被看不見的

障礙所阻撓。我們的禱告也會受到惡勢力的挑戰。故此，禱告必要熱誠、懇切，然後耐心地

等待神在適當的時候回答。 

 

“波斯國的魔君”字面意義是指“波斯帝國的統治者”，其實並非指波斯王，而是波斯帝國

的守護神，象徵以波斯為中心、活動在全世界的邪靈之勢力。這些邪靈，為了敵擋神，逼迫

聖徒，妨礙人接受耶穌為救主，這也象徵著今天的撒但對教會的逼迫。“米迦勒”是保護神

子民的天使長，原文的意思是“何人像神”。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但以理書 10:14-11:17的內容。 

 

但以理書 10:14 記載天使對但以理說：“現在我來，要使你明白本國之民日後必遭遇的事，

因為這異象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 

 

這節經文點出天使來見但以理的目的，是使但以理明白猶太人在將來所要遭遇的事。這個問

題是苦難中的同胞最為關心的事。他們在詢問：為什麽他們會遇到這種悲慘的苦難？他們所

遭遇到的困境到什麽時候才能結束？ 

 

“這異象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這裏的“日後”雖指安提阿哥四世的日子，但作者卻視之

為“末日”的觀念。這句話表示神終末性的干預行為。有些學者會把“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

翻譯為“關乎預定的時期”。 

 

但以理書 10:15-21記載：“他向我這樣說，我就臉面朝地，啞口無聲。不料，有一位像人的，

摸我的嘴唇，我便開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說：‘我主啊，因見這異象，我大大愁苦，毫無氣

力。我主的僕人怎能與我主說話呢？我一見異象就渾身無力，毫無氣息。’有一位形狀像人

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說：‘大蒙眷愛的人哪，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總要堅强。’

他一向我說話，我便覺得有力量，說：‘我主請說，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說：‘你知道

我為何來見你嗎？現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君爭戰，我去後，希臘（原文是雅完）的魔君必

來。但我要將那錄在真確書上的事告訴你。除了你們的大君米迦勒之外，沒有幫助我抵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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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魔君的。’” 

 

這段經文描繪了重新得力的但以理與神對話的場面。作者以比喻手法讓人聯想到基督的中保

事工。約翰一書 2:1-2記載：“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

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

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有一位形狀像人的”，意指基督，這句突出了基督是醫治人類靈魂與肉體的真救主。 

 

鬼魔奉派支配地上的列國，竭盡全力抵擋真神，推動邪惡和不義在民眾中蔓延。 

 

“與波斯的魔君爭戰，我去後，希臘的魔君必來。”這句意指基督會與那些慫恿人妨礙耶路

撒冷聖殿與城牆修建的邪靈爭戰，並且預言了波斯帝國的滅亡和希臘帝國的出現。 

 

“真確書”意指神對人類歷史和聖徒的苦難，以及未來的護理和計劃。 

 

但以理書 11 章論到了以色列周邊的波斯、希臘帝國的興亡盛衰與鬥爭史、安提阿哥·以皮法

尼對猶太教的逼迫，和他的悲慘結局。這章經文記載了神的使者在 10 章所應許給但以理的

“錄在真確書上的事”，即末世將要發生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事，也詳細地提到了安提阿哥

呼風喚雨的權力，以及他對猶太教的逼迫及悲慘的死亡。這預表了撒但對跟隨神之聖徒的末

世逼迫，强調了神在極度困苦與患難中的拯救行為，明確地指出了猶太人對以色列完全獲救

得釋放的盼望。 

 

但以理書 11 章的內容包含以下幾點：首先，1-4 節預言波斯帝國的滅亡與希臘帝國的分裂；

第二，5-10節預言南方的埃及，以及北方的敘利亞兩個王朝之間的戰爭及事件；第三，21-45

節預言安提阿哥·以皮法尼掌權、逼迫猶太教的事件和他的結局。本章藉著希臘帝國諸附屬國

與王朝的鬥爭及末落史，教導我們世俗權勢的臨時性與無常，始於邪惡動機的暴力和殺戮將

會形成惡性循環，並且追求物慾和屬世權柄的人，終必掉進滅亡的深淵。 

 

但以理書 11:1記載：“又說：‘當瑪代王大利烏元年，我曾起來扶助米迦勒，使他堅强。’” 

 

神使天使長米迦勒扶助瑪代王大利烏，滅了巴比倫帝國。由此可知，神對世界權勢有絕對主

權，並且有時會藉著不同方式，成就自己的護理和計劃。 

 

但以理書 11:2記載：“現在我將真事指示你：‘波斯還有三王興起，第四王必富足遠勝諸王。

他因富足成為强盛，就必激動大眾攻擊希臘國。” 

 

“波斯還有三王興起，”這三王是繼波斯的開國之君古列之後，登上王位的，分別是：主前

529-522年在位的剛比斯、主前 522-521年在位的蘇多士摩底、主前 521-486年在位的大利烏

一世。“第四王”指的是以斯帖記中提到的亞哈隨魯王，即薛西，他在主前 486-465年在位。

他投入巨大的財富和强大的軍事力量，攻打馬其頓。 

 

 

但以理書 11:3-4 記載：“必有一個勇敢的王興起，執掌大權，隨意而行。他興起的時候，他

的國必破裂，向天的四方（方：原文是風）分開，卻不歸他的後裔，治國的權勢也都不及他；

因為他的國必被拔出，歸與他後裔之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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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節經文論到希臘帝國的崛起和分裂，預言希臘帝國的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帝國將會分裂

成四國，分別是：敘利亞和巴比倫地區的西流基王朝，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區的多利買王朝，

馬其頓的卡山德王朝，以及佔領色雷斯及小亞西亞的賴西馬克王朝。 

 

“執掌大權，隨意而行。”這句指出作為專制君主，亞歷山大大帝擁有絕對的力量，也暴露

了他想要侵犯神權而神化自己的驕傲。這番狂妄直接導致以下幾個悲劇：第一，亞歷山大大

帝的暴死；第二，亞歷山大家族被趕盡殺絕；第三，王權被他人所瓜分。亞歷山大大帝短暫

的一生告訴我們，這世上的富貴和榮華是何等虛妄，也告訴我們，人的一生中真正有價值的

是什麽。 

 

接下來，在但以理書 11:5-20這段經文中，作者預言了南方王朝和北方王朝，即埃及和敘利亞

之間所發生的各種事件和戰爭。作者還揭示了人貪婪無度所招致的必然結果，以及被敵基督

所控制的世俗權力，對聖徒的敵擋和具體的逼迫。 

 

但以理書 11:5記載：“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將帥中必有一個比他更强盛，執掌權柄，他的權

柄甚大。” 

 

“南方的王”指的是統治埃及地區的多利買一世，在亞歷山大的眾多將軍中，他是最有才華

的人。“强盛”，指的是在主前 3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之內，埃及的多利買王朝掌握了巴勒斯

坦的霸權。“將帥中必有一個”是指敘利亞王國的第一位王西流基尼加鐸。本來，他的勢力

不及埃及的多利買王朝，而得到了多利買一世的扶助。後來，他迅速擴張自己的領域，統治

了從巴勒斯坦到印度的廣大地域，超過了多利買王朝的勢力。 

 

但以理書 11:6記載：“過些年後，他們必互相連合，南方王的女兒必就了北方王來立約；但

這女子幫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這女子和引導她來的，並生她的，

以及當時扶助她的，都必交與死地。” 

 

西流基和多利買王朝為了相互携手聯盟而締結的婚姻，以失敗告終的事件，即主前 250 年，

多利買二世把自己的女兒貝倫尼絲嫁給安提阿哥二世提阿，但提阿的前妻勞蒂斯謀殺了貝倫

尼絲和她的孩子，以及丈夫安提阿哥二世，這段婚姻就此以失敗告終。後來，勞蒂斯立自己

的兒子為王，他就是“西流基加利尼古”。 

 

但以理書 11:7-8 記載：“但這女子的本家（原文是根）必另生一子（子：原文是枝）繼續王

位，他必率領軍隊進入北方王的保障，攻擊他們，而且得勝；並將他們的神像和鑄成的偶像，

與金銀的寶器掠到埃及去。數年之內，他不去攻擊北方的王。” 

 

埃及王多利買三世友阿及蒂繼承自己父親多利買二世非拉鐵非登上王位之後，為了給他的姊

姊貝倫尼絲復仇，於主前 246 年攻打了敘利亞的西流基加利尼古王。在這次戰役中，友阿及

蒂大獲全勝，不僅奪取了敘利亞的很多地區，也殺死勞蒂斯而報了殺姊之仇。同時，他在征

服敘利亞的過程中，得到許多的戰利品，四千法連得銀子和二千五百個偶像，這些都被帶到

埃及。 

 

但以理書 11:9記載：“北方的王（原文是他）必入南方王的國，卻要仍回本地。” 

 

主前 242 年，敘利亞的西流基二世加利尼古，試圖遠征埃及，但反而被埃及的友阿及蒂所擊

敗，於主前 240年，帶著所剩無幾的軍隊倉皇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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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 11:10-13 記載：“北方王（原文是他）的二子必動干戈，招聚許多軍兵。這軍兵前

去，如洪水泛濫，又必再去爭戰，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發烈怒，出來與北方王爭戰，

擺列大軍；北方王的軍兵必交付他手。他的眾軍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雖使數萬人仆倒，

卻不得常勝。北方王必回來擺列大軍，比先前的更多。滿了所定的年數，他必率領大軍，帶

極多的軍裝來。” 

 

在埃及和敘利亞之間一直有戰爭。在這段期間，以色列似乎重複地作出錯誤的決定，結果他

們一個接一個地成為不同國家的俘虜。 

 

在加利尼古的兩個兒子西流基和安提阿哥中，長子西流基三世於主前 227 年登上了王位，但

是於主前 223 年，在小亞西亞戰役中，他卻被自己的人所殺。他的弟弟安提阿哥三世繼承了

王位，即位不久，他便攻打屬於埃及的巴勒斯坦，在兩次戰役中擊敗多利買四世非羅帕他的

軍隊，奪回了許多領土。 

 

主前 217 年，在拉非亞戰役中，非羅帕他的軍隊戰勝了安提阿哥三世的大軍，重新控制了巴

勒斯坦。獲勝的非羅帕他便狂傲了起來，私自進了耶路撒冷至聖所，那是除大祭司之外，任

何人都不得出入的。因此，非羅帕他受到神的懲罰，不明所以地死去。這段經文告訴我們，

人的驕傲之極就是神化自己而想與神同等，這種驕傲就是偶像崇拜，是惹動神審判的直接原

因。 

 

安提阿哥三世敗給非羅帕他之後，成功地遠征了波斯和亞西亞地區，恢復了自己的名譽。主

前 205年，多利買四世去世，年幼的多利買五世登基。安提阿哥三世便與馬其頓的腓力結盟，

擊敗了名叫“司各巴”的將軍所率領的埃及軍隊，再次奪回了巴勒斯坦地區，甚至佔領了腓

尼基和加沙地區。 

 

但以理書 11:14 記載：“那時，必有許多人起來攻擊南方王，並且你本國的强暴人必興起，

要應驗那異象，他們卻要敗亡。” 

 

這時，以色列國被殺的人很多，他們受到南方王和北方王的迫害，忍受無比的痛苦。 

 

“有許多人起來”有兩個意思：第一，多利買年幼之時，埃及發生多次叛亂事件。第二，馬

其頓王腓力與敘利亞的安提阿哥三世結盟，入侵埃及的事件。 

 

“你本國的强暴人”，指的是支持安提阿哥三世侵略埃及的政策，而促使巴勒斯坦地區歸入

安提阿哥手下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是為了使以色列走出埃及的奴役，而引敘利亞的安提阿

哥進入了巴勒斯坦。他們的作為出於不信，因他們依賴屬世的力量多於信靠神。這顯然是無

知之舉，他們因為沒有能够正確看透罪惡的本質，因此招致了安提阿哥逼迫猶太教，這是但

以理書所事先預言過的。 

 

但以理書 11:15-16 記載：“北方王必來築壘攻取堅固城；南方的軍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選擇

的精兵（原文是民）也無力站住。來攻擊他的，必任意而行，無人在北方王（原文是他）面

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榮美之地，用手施行毀滅。” 

 

“他必站在那榮美之地，”這句預言了在主前 197年，安提阿哥三世將佔領巴勒斯坦。 

 

我們知道為什麽神會差天使，將這件事告訴給但以理，並默示他將其記錄下來，因為這與“榮



 

5 

 

美之地”密切相關，也就是和以色列有關，那是神給亞伯拉罕和他後裔的地。這兩節經文預

告，正如世界歷史所記載的，安提阿哥大帝戰勝了埃及。這是一場決定性的勝利，造成以色

列人無止盡的痛苦。如果你想要深入研究的話，建議你參考一些比較大的聖經百科全書，你

就會看到但以理的預言驚人地應驗了。這一段橫跨一百二十五年期間的預言，真實地應驗了。 

 

北方王的進攻將帶來決定性的勝利。一些猶太革命份子無法達成的，將由北方王完成，因為

無人站立得住。天上來的使者在一切力量的源頭，以管轄者的立場發言。在被動動詞的背後，

其實是神主動的意志，根據詩篇 75:7的記載，神“使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北方王無疑

會以為，他因較佳的策略和預備而贏得勝利，但勝利只是因為他的任意而行，其實正符合神

當時對他的計劃。根據以賽亞書 4:2 的記載，猶太那榮美之地蒙眷顧，成為耶和華華美尊榮

的地方，如今因不忠已被完全交付在北方王的權能之下。神並未計劃政治上的烏托邦，即使

對神的子民也不例外。 

 

但以理書 11:17 記載：“他必定意用全國之力而來，立公正的約，照約而行，將自己的女兒

給南方王為妻，想要敗壞他（或譯：埃及），這計卻不得成就，於自己毫無益處。” 

 

這將我們帶到大約主前 198 或 195 年，當時安提阿哥大帝與埃及簽訂了條約，將他的女兒克

麗佩脫拉許配給了多利買（五世）。 

 

安提阿哥三世改變自己遠征埃及的計劃，與埃及鑒定了和平條約，把女兒克麗佩脫拉嫁給多

利買五世，試圖藉此掌握埃及的統治權。但是克麗佩脫拉卻與自己的丈夫聯手，使多利買五

世與羅馬結盟，從而致命地打擊了安提阿哥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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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