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以理書         第十章    但以理最後的異象               8/16/20 

這最后三章(10-12)在主題上是一个單元，是古列王第三年但以理看到關於大爭戰的異象 

(10:1-12:13) ，是但以理書中預言的第四大部分，稱為「大爭戰的異象」』，預言描述准确又詳

尽。這是但以理在世領受的最后一個預言，是篇幅最長的異象，先從希臘帝國分裂成四個王朝，

南朝和北朝之間的爭戰講起，引論到啟示錄第十六章的哈米吉多頓大戰，並 詳細描述最後大爭戰

的過程。簡言之，這長達七十九節的預言可分作三大部分： 

 
第十章－但以理得異象的情形，是全篇的導論，重點是波斯和希臘的魔君與以色列大君米  

      迦勒的爭戰。 

第十一章－預言的精粹（11:2-12:4)，分作二段， 

   1· 首段(11:2-35)：專論从但以理時代至安提奥古四世的事迹 

      V5-19－預言希臘帝國分裂成四個王朝後，南國和北國的爭戰； 

      V20-35－預言北朝中一王除去聖殿中常獻的燔祭，並在聖殿中設立可憎的偶像； 

   2· 次段(11:36-45)，由安提阿古四世所預表的敵基督至主再来的時期 

      V36-39 －預言將來的敵基督的特點； 

      V40-45 －預言最後大爭戰的過程及敵基督的結局； 

第十二章－(V5-13）預言末期審判與復活；从另一角度論主再来前那段災難時期的情况及 

      国度建立前的預備。 

 

㐧七、八、九、十章的焦點都落在「小角」，就是希臘管治巴勒斯坦時，有一個特別的王興起，

他要糟蹋聖民、褻瀆上天、停止所有的燔祭、停止所有宗教的活動。 

第七章的第四個可怕的獸，焦點是這小角，也提到「一載、二載、半載」(但7:25b)， 

第八章公山羊的四角最後的焦點也在這小角，也提到「二千三百日」(但8:14)， 

第九章的「一七之半」(但9:27b)，聖殿被糟蹋的日子終會被潔淨。 

第十一章希臘南北王的爭戰，最後落在安提阿古，就是那褻瀆神的小角。經文用了不同異 

    象、異夢、天使的解釋，為的都是要指向安提阿古這人。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但以理看見大爭戰的異象，悲傷了三週(V1-3) 
V1-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主前536或535年。當時有些以色列人已經回到耶路撒冷了。 

  -     有「事」顯給：「話」、「事情」、「有話啓示給」。 

V2- 「悲傷」：原文是「哀哭」。聖經沒有說明原因，但在V12 中知這是一種「苦行」或 

       「靈修」的舉動，V3就是「悲傷」的據體表現。 

  - 「三個七日」：根據 10:4 這段時間大約是猶太暦的正月4到24日，正是逾越節 (正 

        月14日）與除酵節（正月15-21日）的期間。 

V3- 「用油抹....身」：慶祝歡樂時會用油抹身。「没有用油抹身」表示极大哀慟  

        (箴27:9，詩45:7)。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但以理在河邊見異象, 顫懼失色渾身無力，面伏在地沉睡 (V4-9) 
V4- 「底格里斯河」：指Tigris，古名為希底結河(Hiddakel,創2:14)。通常「大河」指 

       「幼發拉底河底河」。 

        但以理可能是為某項公干而来到這里(還有同伴一起)。此處离巴京僅56.3公里(35 

         哩)，所以但以理大有可能在此河畔見此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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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月二十四日」：但以理哀慟的時間包括了逾越節（正月十四日)、无酵節(正月十 

         五至二十一日)。但以理的禁食祷告為期三週，至二十四日結束，所以他是在正月 

         三日開始禁食禱告的。 

V5- 「一人」：應該是「基督」，有人認為是天使長加百列8:15-16。但以理已在之前的 

         兩個異象中(8:16; 9:21)見過加百列兩次，應該已認識他了, 故不會是加百列，  

         也非天使長米迦勒或另位天使。 

V5-6- ：這天使的形像與啓1:13-15基督形像相近(…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胸間束 

         著金帶。…眼目如同火焰；…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但以理同伴的反應與 徒9:3-9 相似，他們似乎都無法完全掌握異象的全部細節。 

  - 「細麻衣」：祭司衣服就是用這種布料織成 出 28:42 利 16:4 。 

  - 「烏法」精金帶：可能指南阿拉伯的一個地名，該地出產精金。 

V6- 「眼目如火把」：應該是指其「洞察力」或「預知能力」。 

  - 「手和腳如光明的銅」：指「具有大能力」。 

  - 「大眾的聲音」：「許多人的聲音」，很大的聲音,有威嚴權能。詩 65:7 賽 3:4 。 

V9- 「面伏在地沈睡了」：好像忽然被電擊昏倒失去知覺一樣。 

 

◎再一次聖經記載但以理領受異象的時候，身心受到極大的衝擊，以致他是「面容變色」 

  、   「渾身無力」甚至「面伏在地沉睡」。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天使第一次按摸但以理（10:10-15） 

2.天使第二次按摸但以理（10:16，17） 

3.天使第三次按摸但以理（10:18-11: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天使被波斯魔君延遲來到，告訴但以理懇求蒙應允，及以色列人要遭遇的事(V10-14) 
在但以理昏睡在地之際，忽然有手(可能是加百列，非10:5的「人子」)扶他起来，呼他為「大蒙

眷愛的」人（但以理初次听此愛的呼喚是在二年前時，9:23），使他心得安慰，不需惧怕（如

10:12），并說但以理多日前專心求明白异象的祷言（10:1）已蒙應允，現今被派前来向他解明异

象之義，惟波斯大魔君阻擋，而幸得天使中的一位大力天使(啟10:1)之助才能松開纏扰，致遲延

二十一日（剛是但以理禁食祷告之期）才来到。 

V10- 「按在我身上」：可能是「扶我起來」或「扶著我」的意思。天使㐧一次按摸但以理，使他  

       起來。參結2:2；3:24；啟1:17，顯然就是加百列的手。這章最少有四次提到但以理被扶  

       起(V10、16、18、19)，因他一直都是全身無力。 

V11- 「大䝉眷愛」：9:23, 10:19 都如此稱呼但以理。討神喜悅的。 

   - 「奉差遷來到」：差遣來的使者對但以理說話，所以是一位使者。「使者」，希伯來文 

       malak就是奉差的意思，希臘文angalos就是天使，或是使者。 

V12- 「刻苦己心」：「受苦」、「自卑」、「虛己」、「謙卑」。 

   - 「你的言語」：但以理的禱告。 

◎但以理的禱告在神看來是何等的重要，他專一的為尋求明白而禱告，難怪但以理被稱作「大蒙

眷愛的人」。信徒絕對是「大蒙眷愛的人」，因為聖靈的澆灌證明我們的身分，不再是奴僕，而

是朋友、兒子，神絕不會忽略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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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3- 「波斯國的魔君」：原文是「波斯國度的統治者或王子」。意思是「波斯的守護天使」。 

         原文無「魔」字，是單數，表示只一位。中譯為魔君，原文是王子。 

         上古中東各國相信每一國都有一屬靈界的保衛者。屬世的國權表面操在君王手中，實際  

         上他們背後受魔鬼權勢支配。 

   - 「米迦勒」：字義是「有誰像神」，是以色列的代表天使 12:1 。 

         在聖經中出現過五次： 但 10:13 10:21 12:1 猶 1:9 啟 12:7 。 

   - 「我就停留在波斯諸王那裡」：又譯為「因為我被留在那裡，在波斯諸王旁邊」或「我留他 

        （指米迦勒）在那裡，在波斯諸王旁邊」（七十士譯本將經文修正成如此）。 

V14- 「後來許多的日子」：「許多日子以後」。這些關乎末後的事，是指猶太人在希臘政權下所  

         遭受到的逼迫。 

 

◎聖經中並未出現「聖戰」這個詞，但以理書指出地上的戰爭背後隱藏有靈界的戰爭，新約聖經 

  則明白表示基督徒要依靠神，靠著屬靈的兵器與魔鬼爭戰 (弗 6:10-18)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天使使但以理有力量，鼓勵他堅強，並提及靈界間的戰爭(V15-11:1) 

在但以理軟弱无能時，又有一位天使（語气指另一位）触摸他的嘴唇，使他能開囗說話，但以理

立即向天使解釋他因目睹异象而致大大愁苦，渾身无力，毫无气息，象死去一般。(V16-17)  

天使又按摸但以理，再呼他為蒙愛的人，鼓勵他。並告知須再去與二魔君爭戰。(10:18-11:1） 

V16- 「有一位像人的」：有譯為「有一像人手的」。 

   - 「大大愁苦」：本是描寫婦人生產的劇痛(撒上4:19)，此形容但以理見異象付上代價，経歷 

         的苦楚如剛產後的婦女，毫無力氣。 

V18- 「有一位」：字冠有連接詞（waw)，可譯作「又」，表示又有另一像人的天使按摸但以理， 

         使他又有力量。多數翻譯為「那位像人的再次摸我」，故為同一天使。 

V19- 「大蒙眷愛」：9:23，10:11 

V20- 「與波斯的魔君爭戰」；圣經中多處記述靈界争戰的情況(弗6:12；犹9)。如以色列有米迦 

         勒為「護国使者」。但以理常為同胞被擄70年期滿歸回禱告，魔鬼却諸多阻擾神旨的完 

         成。我們在地上禱告，天上就有很多的事情發生。 

   下文（11:1）再次提及同一年日，那是選民歸回之年，反對神的「鬼魔」諸方阻攔，務使之失 

   敗，故這是「大争戰」(10:1)； 

 

V21- 「真確書」：the Book of Faith，真理書 (詩139:16；瑪3:16)。 事情未發生前，神將一 

         切已經寫在祂的真確書上。天使要說的也早已錄在「真确書上」，神的啟示是千真万确 

         的(但以理書后来成為這「真确書」的一部分)。在神的掌握中，不會有一丁點的改變。 

11:1- 「曾起來扶助米迦勒，使他堅強」：大概是指 拉 1:1-11 中古列王元年下旨准許以色列人   

         歸回的事件。 

    - 「起来扶助」：是軍事行動的詞匯，如10:13。 

    - 「使他堅強」：指捆綁巴比倫的魔君。 

 

Kittel新編的希伯来文旧約版本将11:1改為10:22。 

 

瑪代王大流士元年(大利烏元年)，天使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一次，使他堅强；那是有關古列

下詔容選民歸回的事，或如J.F.Walvoord 称，巴比倫歷經七十三年，亡于瑪代波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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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選民備受波斯王之敵對(6:22)，但米迦勒与助手幕后斡旋，大利烏才由敵對轉至友善(6:24-

27)，足見地上君国的轉換亦涉及天上的争戰。那一年「天使史記」上写上新的一頁。将来在災難

時期内，這些「天空掌權者」将尽意向以色列甚至全地施行前所未有的破坏工作，直到主从天而

降，殲滅他們才結束。神的使者在幕后促成有關神選民的前途。而天使間都是彼此輔助，如現今

来幫助但以理，要他明白神真确書中的話。 

 

◎聖經中暗示靈界勢力與具體的地理位置相關： 

  申 32:8 「至高者將地業賜給列邦，將世人分開，就照以色列人的數目立定萬民的疆界。」 

  死海古卷與七十士譯本中，「以色列人」為「神的眾子」。 賽 24:21 也提及邪惡勢力和地上 

  列王有關。 

 

◎其實我們並不瞭解此處說的屬靈爭戰實況，重點是「上帝控制並干預歷史的進行」、「人間歷 

  史的背後有靈界勢力的干預」。 

 

作為基督徒，我們的人生是有盼望的，我們的歷史觀也是有盼望的，因為我們知道神完

全掌管，無論現在正經歷甚麼艱難，都是按照祂書上所寫的來發生，我們只要安心來相

信神，等候神的時間，並且繼續尋求神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