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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四)但以理再度為王解夢 
 

【閱讀經文】但以理 四：1- 37 

但以理和三友連番精彩的見證後，第四章以書信方式呈現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改變。尼布甲

尼撒王，年紀輕輕就打敗亞述帝國，奪取埃及；使兩河流域到尼羅河流域的列邦列國都臣

服於他。要讓心高氣傲的尼布甲尼撒王變為謙卑，公開說出稱頌上帝的言語，除非有個更

高的權柄出手管教。當神一伸手，尼布甲尼撒王也難逃厄運，按照預言，他頓失人性，且

被趕離開世人，吃草如牛，直到日子滿足，他的聰明才復歸予他。 

從此他終於見識到掌管歷史、人類命運神的作為。他一改過去目中無人也無神，現在變成

目中有神。過去板著臉對人發號施令，現在溫語地用押韻詩來稱謝上帝。我們是否想過他

的這些改變基因於職場戰士的見證和上帝主權的介入呢？這是否讓我們對神更加的敬畏？ 

 

【破冰題】 

1. 有無週圍的人，本來很高傲，現在卻謙卑？ 

2. 一個認識神的人，一定會謙卑嗎？ 

 

【討論題】 

1.  試述尼布甲尼撒王的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這個夢如何應驗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尼布甲尼撒王學到了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尼布甲尼撒王如何稱頌神？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論】 

尼布甲尼撒承認神的絕對主權後，他便復得國位。這個榮耀頌（V34-37）在告白至高的

神，祂是永遠的統治者和絕對主權的支配者。一方面它在表明世人的微不足道（「世上所

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實無可驕傲自大的理由，（『那行動驕傲的，他能降為卑。』），

另一方面也向世人宣揚，神有永遠的美意和主權（『因為他所作的全都誠實，他所行的也

都公平』）。 
有人可能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憂，為一些沒有公義公平之事，忿忿不平。但這些是往往是

自己無力應付，所以對世事常感到失望、氣憤、無奈。但應當知道，世上萬事都在神的掌

管之中；神凡事都憑祂自己的意旨而行，所以我們只要把思想集中在神的身上就行了。神

為什麼這樣作或那樣作，許可這件事，拒絕那件事；有的我們後來可以明白，但有的我們

始終不能了解。這是神的主權，我們要承認神的意旨是美好的，祂所作所行的無不公義。

在祂所許可發生的一切事上，即或不是出於神的本願，也有神的目的，最後都能成就神的

旨意。我們所不能理解的一切事，都要順服神的權能，相信神最後的判決，也可以為之祈

禱，求神加以制止、改變。終究神的權柄，能力大於一切，誠如尼布甲尼撒最後稱頌「祂

的神蹟何其大，祂的奇事何其盛！祂的國事永遠的，祂權柄存到萬代！」。 

 

【分享與應用】 

1. 從這章 27 節裡，我們可以看到但以理對尼布甲尼撒王的建議，若尼布甲尼撒王願意悔

改，照但以理所說的去行，結局會會轉變嗎？ 

2. 當人驕傲自大時，神必伸手管教嗎？基督徒也是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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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背景介紹 ： 

本章尼布甲尼撒王自傳性的詔書（一封公開信），敘述一件發生在他身上的神跡，說明為

何他要敬拜他所征服的邦國（猶大）之神。 

 

一、 尼布甲尼撒的通告之引言（四 1-3） 

V 1 此節國王以文告的方式來祈願百姓得享平安，並告白神的權能和其永遠的國度. 

   V 2-3 原文之意是國王認為宣揚神的權能是件好事，所以他希望所有的百姓能和他同享他

對神的認識。「他的神蹟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國是永遠的，他的權柄存到萬

代。」這節是全章的主題；這是以榮耀頌的詩體，以平行對句來表達出來。 

 

二、尼布甲尼撒的夢之內容（四 4-18）尼布甲尼撒以第一人稱來自述。 

V 5-7“腦中的異象”是國王回憶夢的景象,這夢使他內心懼怕和困擾。國王召集所有的智

者術士來為他解夢。哲士代表一切的智者術士，用法術的，行邪術的，和迦勒底人。但這

些外邦的智慧者沒有能力為王解夢。 

V 8 但以理被選入王宮後，太監長為他取名伯提沙撒（一 7），意為“巴爾保護他的性命”。 

V 10-12  神憑著其智慧，往往用寓言和比喻作為傳達真理的方法。這種方法會給人留下深

刻的印象。“國王看見在大地的中心有一棵高大的樹；那棵樹漸漸生長，成為茁壯又高可

頂天的大樹。它的樹葉茂盛，青翠美麗，樹上結滿果實，足夠養活一切的生物。山野的動

物可在其樹蔭下躺息，空中的飛鳥可棲身在它的枝頭，一切生物都可吃它的果子”。 

V 13“見有一位守望的聖者，從天而降”：守望者是儆醒不眠之意。從天上而來的守望者，

是後期猶太教所指的天使。 

V 14-15 在這兩節裏我們看到作者從樹的象徵變換成為被奪去一切的受難的國王，他像一

隻被鐵銅圍住的野獸。 

“鐵圈和銅圈” 許多注釋家認為這是指樹幹上的金屬圈，以防止它裂開，或為了維護，

免得樹樁被挖掘出來。有人視這些圈為國王發瘋時捆住他的鏈子。 

V 16“七期”：七年，也可能只表達一段不太短的時期，因這段時間足以讓他的頭髮長長。 

V 17「這是守望……命……令」這是守望的天使所要完成的使命，這個任務是由所有天上

神聖的守望者共同判定的命令。命和令是決定應執行之事，古人認為在天上有天上的議會，

由許多守望者和天使組成。對於尼布甲尼撒的懲罰是這些守望者共同決定的案件。 

 

三、尼布甲尼撒的夢之解釋（四 19-27） 

V 19“但以理驚訝片時”，不是因為夢境無法瞭解，而是由於他不願意向王宣告神的審判，

而想用適當的話語來告訴國王有關其未來命運的可怕消息。 
V  24 但以理明確地指出國王將遭遇到厄運，它是出自至高的神所決定的命令。雖然在 17
節記述那是神聖的守望者所決定的，但守望天使是在傳達或執行神的信息或命令。 

V 25-26 國王必從社會人群中被驅逐，而至曠野，和野獸同居，如野牛吃草，受風吹雨淋

之苦。換句說話，國王將喪失理智，瘋狂而遠離人群，和野獸同居，如野牛吃草。這種瘋

狂失去心智的狀況，將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神宣布當尼布甲尼撒王認識到真正的主權，

他的國度會再賜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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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7“斷絕罪過“ 這裡向那個驕傲的君主傳達了一項神聖的原則。神對人的懲罰可以因

人的悔改而中止。所以神雖然向尼布甲尼撒宣佈了即將臨到的懲罰，卻給了他一段時間可

以悔改，從而避開所預言的災難。但國王沒有改變他的生活方式，結果懲罰就臨到他身上。 

 

四、尼布甲尼撒的夢之應驗（四 28-33） 

V 28-30 十二月後，這刑罰才降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在這一長段時期中，他沒有依但以

理的話施行公義、憐憫窮人（V27），反而更加高傲（V30）。 

V 31-33“有聲音從天而降”在這裏是天上的聲音從天上下來。這是聖潔的天使的聲音。

從天而降的聲音通常是神的啟示或是神審判的警告。 

V 32 是重複 25 節，列出神對國王的審判；這個審判含有五個因素：（一）你必被趕出人

群（二）與野地的野獸一起生活（三）像牛一樣吃草（四）讓天露滴濕（五）共經過七期。 

V 33 “吃草如牛”：許多學者認為此處所記為一種叫做“狼狂症”的精神症，患者幻想

自己為牲畜，行為也象牲畜。  

 

五、尼布甲尼撒的通告之結束（四 34-37） 
V 34“日子滿足”經過了七期的時間；或是說經過了一段預定的時期。當這位被降卑的國

王虔誠地舉目望天時，他從一個野獸的狀態提升到帶有神的形象之人的狀態。 

V 35 本節（參賽 40:17）的後半部分與賽 43:13 非常相似。從這個一度驕傲的君主口中發

出如此的表白是很不尋常的。這是悔改者的見證，發自一顆通過經驗後，認識和尊敬神的

人。 

V 36 隨著尼布甲尼撒理智的恢復，他的君尊和王位也恢復了。當大家得國王的理智已經

恢復時，國家的攝政者們十分恭敬地把他迎回來，以便把政權歸還給他。 

V 37「現在我，尼布甲尼撒、稱頌、尊崇、歸榮耀于天上的王，因為他所作的全都對，他

所行的也都公平；他能把行為驕傲的降為卑微。」這是尼布甲尼撒文告的結束語。他作為

悔改的罪人，承認神的公義。他承認神是“天上的王”，以此表達他對這位神的敬尊 

 

職場反思  
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任滿之後，有人勸他繼續留任，他說：「美國不乏當總統的人才。」

任滿那天，他騎著馬離開官邸，退隱山野。沒多久美國選出一位歷史上有名的傑弗遜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