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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二) 
 

【閱讀經文】但以理二：1 - 49 
尼布甲尼撒王又是一個心高氣傲，剛愎，行事狂傲的人，因大權在握，隨意生殺，一旦遇
到挫折，就遷怒他人，吩附滅絕巴比倫所有的哲士。那時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已正式
被任為哲士，所以就被列入見殺名單內。就在危機逼在旦夕之間，但以理遂進去求王寬限，
他就可以將夢和夢的講解告訴王。 
但以理憑著信心，把解夢的重大責任擔代之後，立刻告訴他的同伴，要他們祈求天上的神
施憐憫，他知道在身體裏彼此配搭，與同伴同心合意禱告的重要。正如以斯帖王后為神的
子民要全以色列人禁食禱告。神垂聽眾人同心的禱告，改變了惡劣的局勢，拯救猶大人脫
離哈曼的毒手。但以理也救了全國的術士（通達天文地理的智慧人），脫離被殺滅的命運。 
神賜給但以理有解異象和異夢的能力，在晚間的異象中，神啟示他尼布甲尼撒宣稱忘記的
夢。尼布甲尼撒王夢見代表著四個帝國的異象，第七章也記錄但以理自己夢見代表這四個
帝國的異夢。這兩章記載人間帝國大江東去的浮沈史；顯現在異夢或異象裡的四個帝國，
都被上帝的國所打碎。由此可見人間帝國的短暫，只有神國才是永恆。在世上過日的我們，
必須要常警戒自己，將我們生命聚焦在神的國度，才有永恆價值。 
 
【破冰題】 
1. 當我們生命中遇到不可能解決的問題、衝突，你有否經歷神的特殊帶領來化解困難？ 
2. 有否經歷異夢和異象？這些異夢異象有無關係到神對你或他人的帶領或目的？ 
 
【討論題】 
1. a.從何處看出但以理有信心？b.神如何回應但以理與其他三友的禱告？c. 這個禱告帶

出什麼結果？(試從整章來看的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試敘述尼布甲尼撒王的異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巴比倫王的異夢與當時世界未來的發展如何關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從這章我們看到我們神的位格與屬性是什麼？（可參詩 33：6-11，詩 89：11-14，賽 40：

12-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但以理被提升時，向王求什麼？由此可見他個性的特點有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論】 
尼布甲尼撒王所夢見的人像正是指明這世界已經成為外邦人的時代，也就是世人的國，從
那時起，外邦人的時代將會一直持續到將來基督第二次再來結束今世之前。主耶穌在地上
時也曾經印證這個事實，就是這個世界是屬外邦人的，需要直到日期滿了(路二十一 24)。 
撒但是今日這世界的王(約十二 31，十四 30)，是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弗六 12)，所有不信主
的外邦人，都是臥在那惡者的手下(約壹五 19)。所謂的巴比倫王，波斯王，希臘王，羅馬
王，除了在被神使用的事上是祂的僕人外，(因為連撒但都是在至高神的手下，為成全神的
旨意而效力)，其餘的大部分時候都是撒但的傀儡；撒但纔是真正的世界之王。 
但以理雖然是尼布甲尼撒王的階下俘擄，但他知道他們所遭遇的一切都在神主宰的手中。
若不是神許可，連一隻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太十 29)，何況是祂的選民，誰也不能從神的
手中把他們奪去(約十 28~29)。尼布甲尼撒雖然有生死之權，但他只不過是耶和華的僕人，
為祂效力而已。但以理在巴比倫王面前所表示的態度是不亢不卑，誠誠實實傳達神的話，
不愧是作神的僕人，是典型神國的得勝者。 
 
【分享與應用】 
1. 為何但以理的禱告蒙神應允，如何應用在我們日常的禱告？（可參耶穌教導我們同心合

意禱告的經文） 
2. 在這章裡有什麼地方可以給職場工作者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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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背景介紹 ： 

一、引言：王為夢煩亂（1～2） 

神既然藉著夢，將外邦人時代的演變展示給尼布甲尼撒王看，卻使他醒過來之後，不復記

憶夢景，這實在是出於神的智慧和主宰的手。惟有如此，纔能引出但以理，憑著神所賜給

他的屬天智慧，正確豫言，那將要演變的外邦人之時代是甚麼，最後的結局是甚麼。 

真正奧秘的事，不是哲士，用法術的，術士，觀兆的人所能知道。 然而尼布甲尼撒王雖然

夢醒之後，把所作的夢完全忘記了，但睡醒之後尚有餘悸，且因事關重大，神不許他輕易

了事，所以就讓他覺得心裏煩亂，不能睡覺，這樣逼他鄭重其事，追究到底，找出答案。 

“迦勒底人”在此是指占星祭司，他們專攻占星術 Astrology. 

★ 古人對夢十分敬畏，將之視為他們神明的啟示，並設法要弄清其真正含義。 

★ 神給尼布甲尼撒的歷史教訓也是為了教導各國和各民，直到末日。除了巴比倫之外，還

有其他君王統治著世界各國。神在祂的大計畫中給每一個古代國家都安排了特殊的位

置。如果統治者和百姓坐失良機，他們的榮耀就要化為塵埃。在國際外交風起雲湧的場

景之上，天上偉大的神正坐在寶座上“默默而耐心地實施自己的旨意”。 

  
二、哲士不能為王解夢（3～16） 

V4“亞蘭的言語”是當時列國間通用的商業和外交語言。本書二 4 半至七 28 一大段是亞

蘭文寫的，其餘則如舊約其他經卷，用希伯來文寫成。亞蘭文原為敘利亞的官方文字，後

來成為亞述和巴比倫宮廷採用的語言。 

V5“夢我已經忘了”王如果是真的忘記了所做的夢，他應該會不願承認，因為忘記了夢是

個凶兆，表示神明對他發怒。再者，忘記的自然結果，是祈求神明再賜一夢。重要的夢有

時是會重複兩、三次的（第 1 節的「夢」是個複數，暗示他所做的夢不止一個）。另一個解

釋，是尼布甲尼撒覺得這夢太不吉利，很容易可以被人利用來傾覆他的王位。他指定要神

祇將夢啟示給解夢者知道，是為了尋求證據，證明夢的解釋是符合神祇的信息，不是人類

的計謀。 

V6-9 
「你們若將夢和夢的解析講明白，就可以從我獲得贈品、賞賜、和大尊榮；現在你們將夢

和夢的解析講明白吧。』王軟硬兼施，一方面威嚇，另一方面用獎賞作餌。 

V9“謊言亂語”這些專家宣稱：如果知道夢的內容，就可以解夢；尼布甲尼撒卻說這是不

可信的謊話，因他們既然連說出夢的內容的能力都沒有，就談不上能解夢了。 
V10-11 
迦勒底人被迫承認自己無法把夢說出來。他們告訴國王說，這是人所做不到的。而且從來

國王未向他的臣民提出過如此無理的要求。在此，我們看到人類無力感的最佳寫照。人類

無法勝任或完成的事，只有神能做，祂能成就一切美事。 

V12“哲士”原作聰明人，包括第二章二節那些在宮廷服務的占卜家和術士；當時的外邦

人認為測天象和弄法術的人須有高人一等的智慧，故稱這等人為「聰明人」或「智者」。 

V14“婉言”原文是兩個詞「謹慎」和「機警」，反映出但以理的智慧，在危急之中保持鎮

定，且以合宜的話與護長亞略磋商。 

但以理以智慧和謙讓的態度和言詞來應付所遇到的危機，這種態度是理想的信仰英雄應有

的態度和作法，藉著他謙讓有禮的態度，尋求機會和方法以拯救自己和同儕。 

激怒國王的原因之一就是哲士要求推遲答覆；王顯然仍為夢而煩惱。如果有希望解開他的

心頭之謎，他將是很高興的。尼布甲尼撒以前與這位年輕的猶大俘虜接觸過，顯然對但以

理的誠實和能力有良好的印象。但以理以前在小事上的忠心為他做更大的事情打開了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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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但以理獲有關王夢的啟示（17～24） 

V17-18 
當眾術土驚惶失措之際，但以理卻表現得相當鎮靜，滿有信心。他與友人同心合意的禱告，

這奧秘的事就在夜間的異象中，向但以理顯明。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能以堅強的信心和絕對

的信靠求告神，是因為他們盡自己所知地，求神顯示祂的旨意。他們知道自己處於神所安

排的位置上，如果他們以前在原則問題上妥協，屈從于宮廷中的試探，就不可能指望在這

次危機中得到神如此明顯的干預。 

V20「 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祂。」 

“智慧”缺少智慧的人可以憑著信心祈求，從智慧的真源頭領受智慧（雅 1:5）。巴比倫人

吹噓他們的神明擁有智慧和知識，已證明完全不符事實。 

“上帝的名”即是“上帝自己”（詩七十四 10，一一八 10）；在舊約，一個人的名字代表

這個人自己，二者如一。此處的「名」也可指上帝啟示祂自己。 

V21「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 

世上的人想自詡為神，想控制歷史，乃是自取其辱的行為。唯有神能將智慧和聰明賜給祂

所喜愛的智慧者。但以理表示他依靠這位時間、智慧和能力的神，因此他可憑藉神所賜給

的智慧，去解決人世的奧祕。 

V22“深奧”這些事情如果沒有啟示，人類的無法理解的。“隱秘”人類所看不見的事情

在神的眼前是隱藏不住的（見詩 139:12；約壹 1:5）。在此，作者強調神是啟示和智慧的源

頭，這深奧隱密之事不只是國王的夢，更指一切世人認為深奧難解的事物。 

“知道黑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他同居”光和暗的對比是啟示文學的特徵之一。光明象徵

真、善、美，而黑暗則象徵缺乏這些美德的情況。 

V20-23 從這節至廿三節是首感恩的智慧詩歌，以自由的體裁表現出來。 

 
四、但以理向王解夢（25～45） 

V27 但以理並不想抬高自己超過哲士。他只是向國王強調向其哲士請教和求助的無效。他

希望把國王的視線轉到天上偉大的神，就是但以理所敬拜的神，希伯來人的神。而祂的子

民正是國王所征服的。 

V28 夢中的信息是為了指教尼布甲尼撒和各國的統治者及百姓直到末日。預言的線索把我

們從尼布甲尼撒的日子一直帶到世界的末了和基督再來。 

V31“大像”的金屬體的價值從金到銀、銅，最後低到鐵，說明這些遞嬗的帝國統治者在

權力和地位上一朝不如一朝。從尼布甲尼撒絕對的專制政權演變到羅馬的兩院互相牽制的

民主政體。 

V34-35“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 腳上，砸碎”作者似乎強調人形巨像是人所

製造的，而那石頭不是人手鑿出來的，而是超然又神聖的石頭。這神祕怪石突然砸在這具

巨像最脆弱的腳部上，致這巨像碎倒於地。風把它們颳散，原處便無可尋。但那擊碎這像

的石頭卻變成了一座大山佔滿了全地。作者宣示人類歷史將受神親自的審判，而神的公義

國度將在地上建立。這個神聖的國度是有其普世性的。 

V37 巴比倫的新年節期儀式中，國王在重演登基的儀式中從神接受權柄、智慧和能力。地

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表示尼布甲尼撒王權柄延伸到自然，他控制了地上一切的受造物。 

V38“你就是那金頭”尼布甲尼撒是新巴比倫帝國的化身。巴比倫的軍事征戰和建築輝煌

在很大程度上都歸功於他的能力。 

V39 但以理預言中的第二個國家有時稱為瑪代波斯帝國，因為它開始時是瑪代和波斯的聯

合體。它包括原來的瑪代帝國和波斯征服者新政府的領土。瑪代帝國與新巴比倫帝國是同

時代的，而不是它的接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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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國”在瑪代波斯帝國以後的是亞歷山大及其繼承人所建立的希臘（或馬其頓）帝國 

“銅的”希臘士兵以他們的銅制盔甲而著稱。他們的頭盔，盾牌和戰斧都是用銅制的。 

馬其頓帝國和希臘帝國，是亞歷山大大帝所創立的。希臘帝國在亞歷山大領導下，國勢富

強，其版圖之大是空前絕後的。作者將他喻為堅壯如鐵，可見其雄厚的軍力足以擊潰任何

的敵對勢力。作者不但強調其堅強如鐵的實力，同時也強調其後期「半鐵半泥」鬥爭、混

雜、分裂的國勢，因為希臘帝國在亞歷山大死後，國家分裂為四個國家，互相敵對，時強

時弱。有時為了利害關係，以通婚或聯婚維持彼此的和平共存。 

“掌管天下”歷史文獻告訴我們，亞歷山大的統治包括馬其頓，希臘和波斯帝國，以及埃

及，並向東延伸到印度。這是當時古代世界最大的帝國。 

V40“第四國”是羅馬。羅馬借著武力或軍事威懾奪取領土。起初她為生存，與她的對手

迦太基進行鬥爭而介入國際事務。她發動了一場又一場戰爭，打敗了一個又一個敵人，最

後成為地中海地區和西歐不可抗拒的征服者。在基督教紀元之初和稍後的一段時間裡，羅

馬軍團以鐵的力量維護了羅馬的安寧。羅馬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 

V41「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這就是啟示錄重申的「世上的

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十一 15)。所有的信徒雖然暫

時還在這世上，卻不屬於這世界，乃是主從世界中揀選了他們。          當基督第二次再來，祂要

打碎並滅絕地上一切的國(但二 44；太二十一 44；賽六十四 1~2；詩二 9)，基督的國，千年

國度在那時纔會正式出現在地上。 

V31-43 這異夢預告世界大帝國的演變，直到基督降臨，粉碎一切世俗政權。“大像”有四

種金屬造的身體，一般的解釋將這四部分分別代表歷史上的四個大帝國，即巴比倫、瑪代

與波斯、希臘及羅馬。 

金頭—代表當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世界獨一無二，執掌王權。（二 38）。 
銀胸—代表瑪代人和波斯人的興起，如同人的雙臂或兩臂。（但五 28，31；六 28）。 
銅腹—代表希臘國此後得勢興起，掌管天下。（但二 39；十一 1~4）。 
鐵腿—代表東西羅馬國興起，好像人的兩腿，堅壯如鐵，盛於希臘。（但二 40）。 
腳趾—半鐵半泥的腳與腳趾，代表羅馬衰敗以後分裂成的各國。（但二 41~43，七 7， 

10，24；啟十七 12，16）。 

 

五、結束：王提升但以理（46～49）  

V 46“俯伏在地”表示敬重; 在《舊約》裡經常有這種表達尊敬的方式。 

“奉上供物和香品”供物和香品是祭神典型的詞語；但供物可視為人因尊敬某人而給予的

禮物（參創卅三 10），或是人尊敬某人而準備酒席的佳餚美酒。但以理所得的禮遇和尊敬

是外邦君王對神或神人最高的敬意。 

V47“萬王之主”尼布甲尼撒顯然知道“萬王之主”在巴比倫創造的故事裡是馬杜克的稱

號。他每年元旦都要從馬杜克那裡重獲王權。他自己也是以馬杜克的兒子那波（Nabu）命

名的。現在居然承認的但以理的神遠遠超過巴比倫一切所謂的神明。雖然尼布甲尼撒對真

神的觀念並不全面，但他現在得到了無法反駁的證據，證明但以理的神與哲士或巴比倫的

神明相比，具有無限的智慧。以後的經歷將使尼布甲尼撒進一步瞭解神的品性。 
V48-49 國王賞賜但以理許多貴重的禮物，更委託他為巴比倫省的省長和眾哲士的領袖。但

以理沒有陶醉於所得到的尊榮。他沒有忘記他的朋友。他們曾與他一同祈禱（第 18 節），

所以他請求國王提升他們，委派他的朋友管理巴比倫的事物。但以理自己卻常追隨侍立於

王的左右。由此看見但以理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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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反思 

• 莎士比亞在《一報還一報》中深刻指出：「冠冕、寶劍、龍袍、寶座，都不如仁慈，仁

慈最顯出君王的高貴。」領導大師約翰、麥斯威爾也說：「評估一個人的領導力，不是

把尺放在他的頭上，而是放在他的心上。」 

 

• 職場同事有難時，留心不要成為旁觀者。出生於維也納的管理學大師，基督徒彼得.杜拉

克 (Peter Drucker)說：「旁觀者沒有個人歷史可言。他們雖也在舞台上，卻毫無戲份，

甚至連觀眾都不是。一齣戲和其中的演員命運究竟如何，就要看觀眾，然而旁觀者的反

應只能留給自己，對他人完全沒有作用……。」《旁觀者》 

 

• 當同事或老闆遭遇困境挫折時，我們是否勇敢卻溫和地挺身而出，扮演地上的光和鹽的

角色？我們是否彷彿山上不能隱藏的城，點起登照亮職場，引導他人看見上帝永恆國

度？ 

 

• 神兒女具有天上國度和地上國度的雙重身份，在職場上工作時，不要因為自己的天上身

份，而與同事隔離、隔閡，因為你同時也有地上國民的身份。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

人和睦。 

 

• 神無所不在，所以我們可以隨處禱告，然而，一個沒有需要的人永遠見不到神蹟。 

禱告會為我們做很多事，憂慮同樣可以；敬拜提醒我們生命的價值，但世界卻使我們忘

記它。 

 

• 我們是否如同但以理一機，常常帶著「歸零」的眼光和屬靈的高度，放膽在職場老闆面

前述說萬王之王的國度？我們是否忘記我們所得的位份，就是為了現今的機會所預備？

如果有人尚未將人生方向盤與神國度的永恆計畫作同步校對，請現在就交出方向盤的超

控權。 

 

• 身為神兒女的你我，是否有「兩國論」的眼光？記得當蘇格拉底說：「我是世界的公民」，

耶穌卻說「我要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當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被動倫理

時，耶穌卻說：「你要人怎樣對你，你先要怎樣對人」的主動倫理。是神把我們放在這

位置成為同事的光和鹽，當他們尋找光時，我們主動放光吧！ 

 

節錄 吳憲章《獅子坑裡的職場戰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