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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 (六) 但以理的信心與見證 
 

【閱讀經文】但以理六：1-28 

但以理的生命彰顯了他信仰的真實。他身居要職而行事光明磊落，故大利烏王“想立他治

理通國”（但 6：3）。但其他的高官和王子們對他不免嫉妒，設法要除掉他。儘管他們再

努力，還是找不到但以理一生中有什麼可以用來參他的錯誤過失。 

聖經上說“他忠心辦事，毫無錯誤過失”（但 6：4）。多麼高尚的紀錄，多麼榮耀的見證！

他憑著忠心和良知辦事，同時始終將神擺在首位。但以理的生命一直都是無可非議的，這

使得他的敵人們不得不耍詭計。我們經得起像這樣嚴密的檢查嗎？我們對工作的忠誠能達

到我們的同事找不到我們的把柄或過失那種地步嗎？這影響是多麼大，使批評者啞口無言，

也只有這樣才能榮耀神。有首詩“ 職責蒙你降下，主啊，讓我歡喜履行；我的所作所為有

你同在，證明你完美的意志。”願我們忠誠執行我們的工作來表明我們的信仰。 

 

【破冰題】 

1. 有無遭人陷害過？ 

2. 有無看過類似“獅子吃人”的電影？ 

 

【討論題】 

1.  大利烏王想重用但以理的原因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但以理知道國王的禁令後，為何仍舊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禱告？他不怕死嗎？________ 

3. 從 V14-18，這幾節經文，看到大利烏王對但以理的想法與態度是什麼？______________ 

4. 神顯出了什麼神蹟？這神蹟帶來了什麼結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論】 

很多人都是在危難時才向主求告。當然，危急時禱告總比根本不禱告好。但我們在順境和

逆境時都應該禱告。不管環境如何，禱告都應當很自然地融入我們的生活裡。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凸顯了但以理禱告的生活。但以理的敵人們暗懷奸計去見大利烏王，

要求他立一個禁令。禁令規定：在三十天內，如果有人向國王以外的任何神或向人求什麼，

不管這人是什麼人，都必被扔入獅子坑中。照瑪代和波斯人的律法，這個禁令是不可更改

的。但以理在這種危急時還堅持禱告，表明他對神的信靠是始終不變的。為甚麼但以理具

有這種偉大的信心呢？答案就是在於他每日都與神相交。因為他天天親近神，他對神自然

有真實的認識，因此培養出對神有莫大的信心，認識到神是他唯一的拯救者。 

但以理的信心顯示出他所認識到神有三方面的特性（V26）：1. 祂是活神，2. 祂執掌永遠

的權柄，3. 祂是拯救者. 

願我們的生命也經歷到神豐富的屬性，能帶出信心的果效與見證。 
 

【分享與應用】 

1. 從但以理書 1-6 章，我們可以總結但以理的生命有哪些特點，被神使用？ 

2. 我們是否看重神的話語，過於自己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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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一、大利烏重用但以理（六 1-3）     
V1“大利烏”這位大利烏被認為是繼剛比西斯的波斯王（Darius I、Hystaspes 522～486 
B.C.）。本來他是剛比西斯的侍從官，在剛比西斯自殺後他得到軍隊的擁護，敉平高馬達

的叛變，自稱為王。他以兩年的時間東征西討，終於統一全國。大利烏一世雄才大略且有

組織的能力，為要控制波斯的統治階層的權力鬥爭，他建立了總督制度。他將全國劃分許

多行政區，每個行政區設置總督去負責管理該區的事務，以達到分層負責的職效。這種制

度也可平衡中央集權和地方自主間的衝突情勢。大利烏統治下的波斯帝國達到極盛時期。

主前四八六年他遠征希臘，戰敗而死。 

   “一百二十個總督”大利烏將全國劃分為一百二十個行政區或省分。每個行政區設置總督

來負責整理該區的事務。這些總督是由國王指派波斯或瑪代貴族來充任。各省的省長或總

督有半獨立的主權，可任意指揮其所屬的官員。他們也受監視於國王所指派的軍事長官。

此外，他們還得向國王特使報告該區重大的事情。 

V2「總長」：為負責監管公務員的首長；這個行政單位在聖經以外的文獻中沒有提到。 

“但以理在其中”這位年邁的先知很快就因忠心的服務而有了顯要的地位。 

“免得王受虧損”三位總長能協助國王處理政事，使國王不必為雜事所困擾。且他們的職

責即為幫助國王維護國王的權益。 

V3“美好的靈性”這不是現時人們所理解的「靈性」，而是指超然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

（五 11-12）。大利烏對這位年邁的政治家，巴比倫帝國黃金時代的倖存者稍有認識，就

確信但以理是新帝國首席行政官員和王室顧問的明智人選，想提升他治理全國。這節提供

這些政敵陷害但以理的理由。他們嫉妒他、企圖謀害他，為要獲得更多的權勢。 

 

二、但以理的同僚設計陷害他（六 4-9） 
V4“尋找但以理誤國的把柄”國王提拔但以理擔任國家最高的行政官員，無疑地出於王室

和帝國的利益；但他沒有注意到瑪代波斯貴族們在發現了一個猶太人、一個巴比倫從前的

高官竟佔有了他們本想佔有的官職而自然產生的嫉妒心理。 

“毫無錯誤”儘管但以理已經八十多歲的高齡了，仍然能準確地履行政府的職責，別人找

不出他的錯誤過失。這是由於他個人的廉潔，以及他相信天父永不失效的引導。 

V5“他神的律法是指猶太人的律法。這和第 8 節所說瑪代和波斯人的例互相對立；兩種不

同的宗教表現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但以理的敵人發現他從來不參加巴比倫廟宇的崇拜，

和任何異教的禮儀。他們一定注意到他每個安息日，就是所規定每週休息的日子都不在崗。 

V6“總長和總督”不只是其他的兩位總長在排斥嫉妒但以理，其他的總督（大都是皇族和

貴族）也參與這個權力鬥爭。 

V7“要立一條堅定的禁令”這個陰謀是他們假藉堂皇的理由鼓動國王，訂定一條臨時法令。

這是一條宗教性的法令，規定全國人民在三十天內不得向任何神明或任何人祈求禱告，祇

准向國王祈求，違反禁令者應扔進獅子坑處死。表面上，但以理的政敵使國王相信這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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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可以使國王有效地控制全國，使全體人民團結一致，表現他們對國王的忠誠。實質上，

他們利用這個法令要謀害但以理。 

V8-9 國王被要求做兩件事，立法令和在法令上蓋玉璽，使法令具有法律的權威性。波斯的

法律一經國王頒佈，不可更改，必須執行。 

 

三、但以理被扔進獅子坑（六 10-18） 

V10“他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但以理的家可能是平頂的，美索不達米亞古今大多數

的房屋，在屋頂的一角通常有一個房間，房間有通風的窗戶。但以理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 

是照所羅門當日獻殿祝禱時所說的話而行（代下六 38～39）。被擄的人禱告時面對耶路撒

冷，這是後擄以後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大多保存的宗教習慣。 

“一日三次”向神獻上感恩（祭）和禱告是猶太人日常必須遵行的宗教習慣。那是虔誠的

猶太人和神交通的重要時間。但以理依照往常的宗教生活，每日三次向耶路撒冷，向神感

恩和禱告。他不理會國王所頒佈的禁令，這不表示他蓄意觸犯王法，而是他洞悉惡人的陰

謀，而不屈服於惡勢力的挑戰。他不願意丟棄信仰，也不採妥協的方式來屈服於人。他選

擇了苦難和死亡，表現他順服的信仰態度。 

V11 陰謀者派人監視但以理，發現他仍然按照過去的習慣向他的神禱告祈求，但以理不顧

國王的禁令，繼續堅持他日常的祈禱習慣。他們抓住機會，共同進見國王控告但以理。 

V12-13 國王不自覺地落入奸人的圈套中，毫不遲疑地說實有這事，且那條法令是絕不會更

改的。那些官員先以問題來壓住國王，然後，他們才控告國王的愛臣但以理違反法令的行

為。 

12 節至 15 節是以會話的方式來表達。那些官員進入王宮謁見國王。首先，他們提醒國王

所頒佈實施的法令內容，實施的時間和判刑的輕重等。他們提醒國王肯定法令的權威性和

不可更改性。他們要以國王的「矛」攻其「盾」。 

V14-15 終於國王知道那是惡人的陰謀，他感到憤怒且傷心。雖然他終日思考如何解救但以

理，但礙於法令的不可更改性而徒勞無功。陷害但以理的陰謀成功地進行。 

“直到日落的時候”這是國王必須審判但以理的最後時限。最後，國王被迫判處但以理死

刑，將他扔進獅子坑中。 

V16 當國王試圖挽救但以理卻徒勞無功時，他便轉而期望但以理所敬拜的神會拯救他的忠

實僕人。據聖經學者估計，但以理此時已年逾八十。王說他“所常侍奉的神”必能救他脫

離獅子的口，見證他從青年到老年侍奉神忠心不渝。 

V17“封閉那坑”用國王和大臣的印封閉有雙重目的。它向國王保證，如果但以理沒有被

獅子傷害的話，也不會被其他手段所殺害。大利烏的謀臣們可能擔心但以理的朋友或國王

會在大家離開獅子坑以後把但以理從坑中救出來。因此他們的印和國王的印是用來確保石

頭在夜裡不會被人挪移。 

V18“終夜禁食”國王整夜無法安眠，他不想吃東西，更無心玩樂。在此所謂之禁食並不

是宗教性的禁食，而是心裏煩悶不想吃東西。他為頒佈那臨時法令而心懷愧咎，痛失國家

棟樑。對那些陰謀者，他更感到憤怒，心中積壓無可奈何的苦悶和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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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但以理獲上帝救護（六 19-24） 

V19 國王天一亮就起來，趁著晨光急忙趕去。王發出了傷痛的聲音來呼叫但以理。 

“永生神的僕人”國王稱呼但以理是永生神的僕人，這是一種以色列稱呼神的表現法（參

申五 26；詩四十二 2）。作者要讓其同胞認識神是永活的神，他們所遭到的困境迫害雖然

使他們似乎絕望，但他們的神是永生的神，不會讓他們絕望無助的。 

V22“差遣使者”天使是神的使者。在三 28 神差遣天使去拯救身陷烈火中的三位青年。而

在這故事，神又差遣祂的使者封住獅子的口，使但以理沒有受到傷害。神常差遣祂的使者

來顯明祂的信息，或執行祂的拯救和審判的作為。 

“因我在神面前無辜”但以理認為他是無辜的，他對神忠誠順服，又沒有任何冒犯國王、

危害社會的不法行為。但以理被扔到獅子坑之前並沒有為自己或自己的行為辯護，現在神

既拯救他的性命，他就決定宣佈自己的無辜。 

V23“因為信靠他的神”作者為要向其同胞宣揚神的權能拯救，藉神蹟的見證希望他們能

信靠神。祂會保護並拯救他們脫離傷害和苦難，因為在作者的時代，許多人因受到迫害和

苦難而放棄信仰，或採取妥協的態度而冒犯律法。 

V24“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咬碎他們的骨頭”國王知道他被那些陰謀

者所玩弄，他便下令逮捕所有陷害但以理的人，把他們和家屬都扔進獅子坑中。這種判決

是根據古代公義的慣例；當惡人奸計未能得逞時，應受自設的網羅或刑具的懲罰。 

 

五、大利烏命人民尊崇但以理所事奉的上帝（六 25-28） 
V25 如第三章的尼布甲尼撒一樣，大利烏因受神蹟的感動，傳旨通知全國人民，要他們認

識神的偉大，更應尊崇祂。 

V26-27 當但以理在獅子坑裡得到神奇的保護之後，大利烏也發佈了類似尼布甲尼撒的諭旨，

命令他國中各族人民都要敬畏和尊重但以理的神。大利烏承認但以理的神是永生的神，祂

的國度和權柄是永存的。祂救護，祂解救，祂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祂會拯救凡信靠

祂的人。 

V28 大多數學者認為這節是個歷史的引註，使這故事和第一章以及第十章有些連繫。但因

作者將大利烏和古列，互相倒置使人覺得這節是後期經士所加上的附註。但以理經此變故

後，官運亨通，終其餘年。 

 

職場反思 

☆ 富蘭克林說出了職場工作的態度：要勤奮工作，好樣還有一百年可活；要迫切禱告，

好像明天就要死。 

☆ 神兒女在多元複雜的世界文化中，必須肯徹底順服於上帝的主權，不論多少代價都不

在意，只在意是否合上帝的心意；影響力是公事上沒有把柄的敬虔生命所散發出來的。 

☆ 陷入職場獅子坑時，是禱告最好的時候，更是認清自己廬山真面目的最好機會。多馬  

莫頓說：「我是誰呢？我深深體認到我是被基督所愛的人，我的身份是藏在生命的深

處，在那裡我體認到我是被神認識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