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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綜覽 

 
第三十六課  但以理書 (Daniel) 

 

波斯歷史 

 

605 -  562  巴比倫尼布迦尼撒為王，美化巴比倫，滅猶大（586）， 

            攻下埃及（568），在他死後，帝國衰落敗亡。 

 

559 – 530 波斯古列王勝過米代人（550 BC） 

539  滅巴比倫(以斯拉1:1--4:5) 

538  下令讓各國人民歸回 

  以色列人在設巴薩帶領下第一次歸回(拉1) 

  在所羅巴伯帶領下第二次歸回﹐42,3600人(拉2) 

536  以色列人開始重建聖殿 （被掳七十年 606-536） 

 

530 – 522 Cambyses古列之子為王，攻下埃及（526 BC）；馬上受傷死亡。 

 

522 – 486 大利烏Darius the Great爭位得勝（522—486），與希臘作戰， 

             在马拉松失敗（490 BC），馬拉松長跑的來源。 

520 – 515 以色列人重建聖殿(拉5:1﹐該1:1﹐亞1:1) 

 

486 – 465 兒子Xerxes亞哈隨魯為王，以斯帖被選為王后。 

            與希臘作戰，在Thermopylae及Salamis失敗，後來被暗殺， 

 

465 – 423 兒子Artaxerxes I亞達薛西為王 

458  以斯拉由巴比倫歸回﹐帶領一千八百人。 

445  尼希米是酒政，由波斯歸回﹐做猶大省長，重建耶路撒冷城牆。 

 

 

作者 

      

但以理名字的意思，神是我們的審判者。但以理在希伯來文的聖經中，不被列入先知書，

因為不是對猶太人說話。   

 

這本書是由“先知但以理”(馬太福音 

24:15)所著。這個作者名稱是由耶穌基督直接給的。少年但以理在主前606年(1:1)第一次

巴比倫入侵猶大時被擄去巴比倫。他經歷了猶大的整個被擄期間，也經歷了主前539年巴

比倫被古列王所領導的瑪代人與波斯人所推翻的事。在這發生兩年後，他得到來自神的異

象(10:1)。 他是先知耶利米當代較年輕的人物，他大概與以西結同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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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但以理書的批判 

 

     

 許多不相信但以理書為真實的人主要以四個方面攻擊它:奇蹟，預言，語言，及歷

史。 

 

這些奇蹟對於那些相信神創造萬物的人來說是很容易相信的。而且就像聖經的其他

部分一樣，但以理書的奇蹟是可信而不誇張的，並沒有假宗教那些荒誕的神話或是傳奇的

成分。 

 

但以理書的詳細預言，很多在但以理到耶穌基督的期間內實現，這也讓很多非信徒

排斥這部書。他們宣稱猶大人在主前二世紀被敘利亞王所迫害的精確描述，不可能在其發

生的四個世紀前就寫成，這一定是在事情發生後才寫成的。但是，以西結書已經提到但以

理（結14﹕14,20；28﹕3），而且聖經的其他部分也同樣有預言被確實的實現。 

 

      

但以理書因為使用一些波斯字彙與三個希臘字彙的樂器名稱(第三章)，而招到攻擊。可是

但以理一直活到波斯統治時期，所以波斯字出現在本書裡實在沒什麼好奇怪的。而且，最

近的研究顯示希臘文化的古老，與希臘的貿易在但以理之前己廣佈。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也被發現有僱用希臘傭兵。那些士兵很有可能帶來其希臘本土的樂器及其慣用名稱。 

      

對與本書歷史的攻擊長期以來圍繞在本書提到伯沙撒這名字上。因為出土的楔形文

字也同樣提到伯沙撒，所以這個論點已不具有任何意義。 

     

 那些破壞性的批判者認為這部書是主前二世紀寫成的一篇歷史小說。排斥但以理書

就是懷疑耶穌基督本身所作的見證。耶穌說他是 

“先知但以理”，這對基督徒來說是最重要的証明。 

 

但以理書的歷史背景 

      

但以理書的歷史背景可以在列王紀下與歷代志下的結尾部分，與耶利米書的一些部

分讀到。 

      

就像之前提到的，但以理在巴比倫第一次入侵猶大時被俘去巴比倫 (606 

BC)。在那一次，較少的人被俘去巴比倫。那些被俘擄的人主要是貴族家的年輕人。猶大

人第二次被擄發生在主前598年晚期或是597年早期，包含約雅斤王在內的眾人被帶到敵國

。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被巴比倫大批俘虜發生在西底家王第十一年，主前586年，在

耶路撒冷的陷落與毀壞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發生的時候，但以理已經在巴比倫二十年

了。在這二十年間，偉大的先知耶利米正在於他在耶路撒冷長期傳道的後期。另一位跟隨

約雅斤王被俘的同時期的先知以西結，從主前593年開始傳道並且持續至少二十年(以西結

書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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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的架構 

       

從本書開始到2:3用的是希伯來文。接下來從2:4到第七章用的是亞蘭文(Aramaic)

，這個語言很接近希伯來文，在但以理的時代在巴比倫被使用。從8:1到結尾用的又是希

伯來文。 

       

對與一般讀英文聖經的人來說，最簡易的架構是把書依內容分為兩部份。 

很明顯的前六章與後六章不同。在前六章中，對未來有重要啟示，但主要是講歷史。我們

讀到但以理在巴比倫帝國時期與瑪代波斯帝國時期的個人經歷。本書的第二部份包含但以

理的異象，其中有些支持並加強第一部分提到的訊息。在這部分主要是屬於預言的。 

       

所以，主要的架構簡單易記。 

 

1。 但以理在巴比倫的歷史 (第一章到第六章) 

        a。 但以理早期在巴比倫的經歷(第一章) 

        b。 尼布甲尼撒的夢(第二章) 

        c。 但以理的朋友在烈火窯中 (第三章) 

        d。 尼布加尼撒被降卑(第四章) 

        e。 伯沙撒與寫在牆上的字(第五章) （539 BC） 

        f。 但以理在獅子洞中(第六章) 

 

2。 但以理的異象 (第七章到第十二章) 

        a。 見四獸的異象 (第七章)（在巴比倫的時期） 

        b。 公綿羊與公山羊的異象(第八章) （在巴比倫的時期） 

        c。 但以理的禱告與七十個 “七”的異象 (第九章)（波斯時期，538 BC） 

        d。 神的榮耀的異象與對未來的預言 (第十章到第十二章)（537 BC） 

 

一些本書的高潮 

 

但以理--“大蒙眷愛的人” 

 

        

但以理書的第一章是對全書的必要引言。其中我們讀到但以理如何到巴比倫，及他如何突

出並受到喜愛。但以理雖年青，但他生活有目的。我們並不知道他幾歲被帶去巴比倫的，

但是他可能在三年訓練的開始時(1:5) 

剛好過十九歲，但以理依照神的話語，有堅定的人生的目的。食用王膳會使他違背神的律

法。(例如利未記 11) 但以理終身被視為一個模範性的人物。神稱他為 

“大蒙眷愛的人”(10:11)。 

 

四個世界上的偉大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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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布甲尼撒的夢中(第二章)，與見四獸的異象中(第七章)，四個世界的偉大帝國被耶穌

基督稱為 “外邦人的日期” (路加福音 

21:24)的漫長時期，它們影響以色列的歷史。這四個帝國是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或是馬

其頓;與羅馬帝國。 

 

七十個七 (“週”)年 

        很明顯的，尤其是第九章，在但以理書中並沒有直接的提及現代的世界， 

而羅馬帝國在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時是統治歐州世界，它會在基督第二次降臨前再復興，

並以一種不同的形式握有統治權。第九章敘述的七十個 

“週”(字面上是七十個七)，包括了以色列與耶路撒冷的歷史。其中六十九個七年(或是4

83年)是由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到耶穌基督傳道的時期。9:26暗示的基督受難是在這六十

九週之後，但是是在第七十個週開始之前。目前時代形成一個長的時期，在間隔之中，並

沒有被計算。第七十個週並不會開始直到一個未來的王子或是統治者(9:26)與猶太人訂約

。這七年通常稱是災難期間。在三個又半年之後，這個敵基督的統治者會背約並嚴苛的迫

害猶太人。後三個又半年在聖經中稱為“大災難” (the great tribulation)。 

 

 

第九章 但以理的禱告及七十週的異象（537 BC，被掳后69年） 

 

V. 1—19

 讀經與禱告要在一起。讀經而不禱告，使人心靈冷淡，禱告而不讀經會使人

走火入魔。但以理明白聖經，他的禱告完全根據神的話（耶利米書25﹕11,1

2；29﹕10）。知道以色列不在好的屬靈狀況，他向神認罪，（利未26﹕31-

45）（申命28﹕13-68）（王上8﹕46-

52）。以斯拉記第九章，尼希米記第九章，也都是禱告。 

 

V.4       讚美 

 

V.5-15 認罪，承認神的公義。 

1. 偏離神的誡命。 

2. 不聽先知的話。 

 

V.16-19 懇求 為神的榮耀。 

 

V.20

 神用加百列給但以理知道關於以色列人及耶路撒冷城的未來。七十個七代

表四百九十年。在四百九十年終了，基督將要建立祂的國度。 

 

V.25

 從尼希米（尼2﹕5，亞達倫西445）建造耶路撒冷城到主耶穌騎驢進入耶路

撒冷城是四百八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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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6

 受膏者是主耶穌，祂被剪除代表釘十字架。王的民是羅馬軍隊，他們毀滅

了城及聖所（AD 70）。 

 

V.27

 他是末世時的羅馬帝國（十國）的統治者，是敵基督，他在最後的七年，

先與以色列人立約，然後在三年半時，毀滅逼迫以色列人。這最後的三年半

是大災難。在前面的四百八十三年及後面的七年中間是教會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