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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一) 
 

【閱讀經文】但以理 1：1- 21 
時勢造英雄，獨特的時代背景可以孕育傑出的神國戰士。但以理出生在猶大王約西亞王改革時期，
曾受耶利米影響（九 1）；他被擄至巴比倫（605BC），從此就沒回過家鄉。他一生的事奉在宮廷，
他的職場就是人間權勢和試探匯聚之處。他在異鄉的七十年的職場見證，影響了兩個帝王，尼布
甲尼撒王甚至因他而柔軟謙卑（二 46），他也為被擄至巴比倫的先知以西結所推崇，視為與挪亞、
約伯並提的義人（結十四 14-20）。 
但以理曾為巴比倫的省長，又於瑪代波斯時期被立為總長，終身客居異鄉。他不僅受兩朝多王的
禮遇，而且至死忠心，身上一直流露著神得勝的生命。他的名字 -但以理- 神是我的審判-正好闡
明神藉著他在列邦中所要傳達給人間的信息。 
丈量樹木高度的最佳時期是當樹倒下以後，衡量一個人的影響力就在他身故以後。但以理的生命
和禱告，深遠地影響以後神的子民。他以八十多歲耄耋之軀，對著耶路撒冷禱告，禱告到神差遣
天使加百列賜下「七十個七」的奧秘，並激動波斯王古列下詔，才有三批回歸的浪潮。他以禱告
托住了聖殿、聖城的重建，他可說是神國的一名大將，也是流傳歷史的天國人物。 
 
【破冰題】 
1. 在公司、學校、家庭，我們四圍的環境中，我們與人相處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2. 你相信神在我們生活中的每個層面上掌權嗎？從何得知？ 
 

【討論題】 
1. 在一章二節中「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 神殿中器皿的幾分交付他手」，你看到神的掌權嗎？神

為何要如此行？（★請參看歷代志下三十六章 14-21）祂要以色列民學習什麼？ 

2. 但以理「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有何歷史背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從一章第八到十六節中，神如何保守他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從十七節到二十一節，他們如何得恩寵？神的用心、計畫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論】 
人一出生就有許多事無法選擇，包括膚色、種族、地點、時間、性別、父母、家境、國家等。但
以理和三友因祖宗犯罪，十幾歲就經歷戰火，成為被擄子民，名字被改，在異教宮廷成長。他們
面對種種環境的考驗，常常必需要作不同的抉擇。 
你我進入職場，不也是面對許多不能選擇項目，如老闆、同事、公司環境、社會變遷、機遇等。
從但以理書我們看到幾個職場的得勝定律：1. 關心上帝國事的人，上帝也關心他的事（一 8：但
以理卻立志……） 2. 讓上帝來掌管複雜的職場人際關係（一 9-10：但以理面對外邦不同人際關
係） 3. 體恤他人（尤其是老闆）也是人，也有軟弱；神兒女必須認真面對職場上的主從關係，
因為職場工作的成功，先建立在良好的人際關係上（一 11-13） 4. 信靠那位不被自然律所限制的
神（一 15：他們的面貌…俊美肥牉）5. 讓你的靈與掌權的上帝接軌。智慧只單單屬於上帝，祂在
人間歷史掌權，也在個人生命掌權。祂賜下智慧和屬靈洞察力給但以理和他三個朋友，又在各樣
文字學問上賜給他們聰明知識；尤其但以理又明白各樣的異象夢兆（一 17） 6. 在多變的職場中，
抓住主宰歷史的神。職場千變萬化，人類歷史同樣瞬息萬變，但神不變 （一 19：… 所以留他們
在王面前侍立） 7. 深信你早年所經歷信實的神，可以撐住你打入職涯下半場。 
但以理以職場戰士代言人身份，昂首面向生命種種考驗與困境，成為人間各個時代職場信徒的榜
樣與見證。（此結論節錄於吳憲章老師的《獅子坑裡的職場戰士》） 
 
【分享與應用】 
1. 查這章經文，有什麼可以給初入職場的人供為參考？ 
2. 詩 75:6「 因為高舉非從東，非從西，也非從南而來，惟有 神斷定；祂使這人降卑，使那人

升高。」試分享人生種種際遇中，神的主權與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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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背景介紹 ： 
但以理書 Book Of Daniel，在七十士譯本希臘文本，及武加大拉丁文譯本，乃將本書列于四大先知
書之後。中文譯本仍依此序列，是大先知書的第五卷（賽、耶、哀、結、但）。 書中記述但以理
的身世（第 1 章），詳解巴比倫王之夢兆，與其驕縱之罪行，瑪代波斯王朝之興起，但以理所受
的試驗與升高（2- 6 章），以及他所見的異象和所說的預言（7-12 章）。概而言之，前六章是記
載當時的史實，後六章是說到將來的預言。全書所論多是關於外邦各國的事蹟。 
本書與以西結書同是在被擄期中的先知書，其主要信息是神為至高，掌權者萬王之王，和審判之
主（結二 47；四 17—25）。書中預言範圍極廣，說到世界四大帝國—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
羅馬，以及後來將要興起之國家。但以理書主題的兩大焦點： 
 （1）神的主權 ─ 神掌管歷史及人間的一切，成就祂的旨意。 
          （2）人經歷神的信實，特別是信靠神的人經過不同的困難和考驗，仍能為主作美好見證。 
 
一、但以理和三友被尼布甲尼撒擄至巴比倫（1～2） 
【但一 1】「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到耶路撒冷，將城圍困。」 
按先知耶利米的記載，尼布甲尼撒出征猶大之時是約雅敬第四年（耶 25:1），這顯然是按照巴勒斯
坦的算法；而但以理所說的「約雅敬第三年」，是循巴比倫的算法；要待國王登基滿一年後始稱為
元年，即在位的第一年。猶大王約雅敬是約西亞的長子，主前六○九年在埃及法老尼哥的扶植下，
取代他的弟弟約哈斯。 約雅敬登基第四年（主前六○五年）尼布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並進擊埃
及法老的軍隊（參耶 46:2）。這次遠征使約雅敬稱臣三年（王下 24:1），又掠去了聖殿一部分的器
皿（代下 36:7）及擄走朝中的精英分子。但以理等人即在其中。 
【但一 2】「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神殿中器皿的幾分交付他手，他就把這器皿帶到示拿地，收入
他神的廟裡，放在他神的庫中。」  
以色列人因拜偶像和未能給土地守安息年而導致被擄。（★ 請參看歷代志下三十六章 14-21）。
“神殿中器皿”被取去作為掠物，也作為尼布甲尼撒諸神能力的明證（王上七 48～51；王下二四
13；但五 1～3）。 
“器皿的幾分”尼布甲尼撒無疑掠走了最貴重最精美的聖殿器皿，用來侍奉他的馬杜克神。他自
然只留下耶路撒冷聖殿的日常禮儀中所必不可少的器皿。巴比倫軍隊掠奪耶路撒冷的財寶，應驗
了以賽亞近一個世紀前所發出的預言（賽 39:6）。 
示拿在《舊約》中大都代表巴比倫。“示拿”來源不明，但在創 14:1,9 中，示拿似乎位於美索不
達米亞北部，在楔形文獻中稱為散哈爾（Sanhar）。撒加利亞書曾描寫這個城是偶像崇拜之地（亞
五 11）。但以理所提到的“示拿”就是指巴比倫。 
 
二、但以理和三友獲尼布甲尼撒選中入宮受訓（3～7） 
【但一 3】「王吩咐太監長亞施毘拿，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冑中，帶進幾個人來，」 
「太監長」皇帝的顧問，是皇帝身邊的首席侍從官，可以娶妻生子。「宗室」王室的種子，王室的
後代；「貴冑」貴族。 
“以色列”西元前 723/722 年撒瑪利亞毀滅以後，北方的十個支派不再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猶大
國成了雅各或以色列後裔的唯一代表。因此“以色列”在被擄和回歸後常用來指南方猶大王國的
代表（見結 14:1；17:2 等；拉 3:1,11 等）。 
【但一 4】「就是年少沒有殘疾，相貌俊美，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俱備，足能侍立在王宮裡的
，要教他們迦勒底的文字言語。」 
「年少」指大約十來歲的年輕人。「迦勒底的文字言語」即巴比倫語文。 
“教他們迦勒底的文字言語”：巴比倫人訓練一班猶太青年到朝中服務，以贏得被擄的猶太的民
心，歸順朝廷。所用手段包括：1、給他們取巴比倫的名字，建立歸屬感；2、給三年訓練；3、學
習巴比倫的語文，包括甚難拼寫的古代蘇默和亞喀得楔形文字，和當時通用容易拼寫的亞蘭文；4、
享用上好的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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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和三友雖入選，卻拒絕酒肉，寧可進素食，遵守律法不食不潔淨或祭過偶像的食物。他們
這種嚴謹的態度，當和猶大國因違背律法而受被擄刑罰有關，寧死不願重蹈覆轍。 
“文字言語”：不同的科目如農業、占星學、天文學、數學和亞甲語。就是學習巴比倫語和楔形
文字的書寫。要精通楔形文字並非易事，所以良好的教育背景，迅速掌握新語言的天賦，成為進
入培養將來事奉王室人才的先決條件，這也是尼布甲尼撒的先見之明。 
“沒有殘疾”：身體健康，形體俊美在古代東方被認為是擔任高級官員不可缺少的資格。 
【但一 7】「太監長給他們起名，稱但以理為伯提沙撒，稱哈拿尼雅為沙得拉，稱米沙利為米煞，
稱亞撒利雅為亞伯尼歌。」 
太監長給四人取的巴比倫名字，都有其意思。但以理為“神是我的審判者”之意，新名“伯提沙
撒”義為“巴爾保護他的性命”（“巴爾”是巴比倫神祇瑪杜克的稱號）。哈拿尼雅原為“耶和華
是榮耀的，有恩典的”，新名“沙得拉”則有“阿古（月神）的命令”之意。米沙利意為“與神
一樣”，新名“米煞”義為“與阿古（月神）一樣”。亞撒利雅意為“耶和華幫助的人”，新名
“亞伯尼歌”則為“尼布（巴比倫神）的僕人”。為了使這些少年人更像巴比倫人，他們的名字
都改換了，也標誌著他們被接納到巴比倫宮廷。 
 
三、但以理和三友拒用尼布甲尼撒的膳食（8～16） 
【但一 8】「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
己。」 
“不玷污自己”：這些食物原為尼布甲尼撒王所用，用前先獻一部分給偶像。王飲的酒也先澆奠
一部分在拜偶像的壇上。而且肉食所用牲畜有禮儀上不潔的動物，更未依猶太律法規定屠殺或烹
製（利十一章，比較民二十五 2），但以理等怕玷污自己，拒絕食用。 
但以理在飲食方面嚴謹的態度，主要是遵守摩西律法之故；王的飲食可能不符合猶太律法中的潔
淨條例，或曾祭過異教偶像（參出 34:15; 結 4:13）。 但以理知道以色列人被擄乃因違背律法，如
今他們必須在真道上站立得穩；即使是在次要的細節上都須謹慎順服。 
V. 11「委辦」：是太監長的手下，負責監管但以理和他的朋友。 
V. 12「素菜」：乃指從地裏出產的食物，不包括肉類。 
【但一 9-16】 無疑的是因為他們所表現的溫柔、禮貌和忠誠，讓他們在太監長眼前得到特別的待
遇和同情。他們從猶大經過長途跋涉的艱辛以後，體能的恢復無疑要比其他沒有養成節制習慣的
俘虜要明顯得多。 
但以理拒絕御膳，不是為了顯得與眾不同。許多人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完全有理由偏離對原則的
嚴格堅持。但以理願意與所有的人友好相處，並盡可能地與上司合作，只要這種合作不使他犧牲
原則。但當涉及對耶和華的忠誠時，他就願意犧牲屬世的尊榮、財富、地位、甚至是生命。但以
理和他的三個朋友身上，神的大能和人的努力結合在一起，其結果是非常顯著的。 
 
四、但以理和三友獲得尼布甲尼撒厚待（17～21） 
【但一 17】「這四個少年人，神在各樣文字學問上，〔學問原文作智慧〕賜給他們聰明知識，但
以理又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 
“各樣的文字學問上”意指各樣的學問和智慧。這些猶大青年必須學習各種文學和不同的知識。
神不但賜給他們健康俊美的身體，更賜給他們超然的智慧和豐博的知識。在此很難清楚指出是何
種智慧或何種知識，但是文字學問大概是巴比倫的文化禮儀以及神祕的星象和神話。 
“聰明知識”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對他們信仰的考驗。迦勒底人的智慧與偶
像崇拜和異教的習俗摻雜在一起。巫術與科學，知識與迷信混為一談。 
“異象和夢兆”雖然但以理的三個朋友和他一樣賦有特別的智力，和他一樣忠於神，但他卻被選
為神的特使。他說預言的恩賜不是出於王室觀兆、邪術和巫師的學校。他蒙神的宣召從事特殊的
工作，成為歷代以來一些最重要預言的領受者（見但 7-12 章）。 
V18-19：三年的訓練已經完滿結束，這些受訓的青年都被帶進王宮拜見國王。太監長把畢業生帶
到王面前，由尼布甲尼撒親自考試進行。結果證明四位年輕的希伯來人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加優
秀。他們的體力，容貌，智力和文學造詣方面，都是無人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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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 20】「王考問他們一切事，就見他們的智慧聰明，比通國的術士，和用法術的，勝過十倍
。」 
占卜、巫術、驅邪術和占星術在古代民族中相當普及。但在巴比倫等國家，它們是由有學問的人
實施的。他們藉著觀察祭牲的內臟或鳥類的飛行來預測將來的事件。每個東方君主都有許多占卜
者和術士在宮廷中侍奉。他們在各種場合中都要在場，跟隨國王出征、狩獵和外訪。王在作出各
種決定時要請教他們，如行軍的路線，向敵人進攻的日期。 
“勝過十倍”：作者以此節來做結語，表示這些青年人的智慧和能力勝過異邦的智者和術士。十
倍意為「很多」，而不是確指十的數目。不論國王以任何問題考問他們，均能得到圓滿的回答。 
【但一 21】「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還在。」 
“古列王元年”主前 539 年。波斯王古列在這一年頒佈諭旨，准許猶太人回耶路撒冷(拉一 1)。但
以理此時大約年逾八旬，看見被擄生涯的結束。古列王登基後，他還活了數年（十 1） 
“古列”是波斯開國君王。他在主前五五○年繼承他的父親剛比西斯一世（Cambyses I）為瑪代和
安珊王。由於他的雄才大略，英明領導，使其國土逐漸擴大而成為大帝國，而於主前五三九年被
尊稱為古列「大帝」。嚴格來說，他在主前五三八年才建立波斯帝國。 
 
【職場反思】 
 進入職場，留心將自己擺在上帝手中，隨時倚靠上帝，不論你的恩賜大小，都可以為主放光。

宋尚節過勞得疾，臨終前對四週的人說：「我的交際不如計志文，我的為人不如王明道，我的
講道不如倪柝聲，但神知道我已經擺上了一切。」 

 初入職場，千萬不要有「潛能迷失」，認為不是領導，我的潛能就不能發揮；也不要有「職位
迷失」，以為更高置才能領導；更不要有「影響力迷思」，誤認人在我下面，我才能領導。千
萬記住（1）組織內任何階層都可以發揮潛能（2）目前的位置不是永遠的，最高的領導乃從下
到上預備出來的 （3）地位越高，責任越重，試探越多，高處不勝寒。 

 職場絕非天堂，不可能事事順人心，正如英國大文豪狄更斯在《孤星淚》(Great Expectations)
中說：「幾乎每個我們熱切盼望的人、事、物，都會讓人有某種程度的失望。」雙腳一踏入職
場，就該將焦點對準上帝，而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