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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五)至高者掌權 

但以理書第四章的信息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所寫的詔書，說到他所經歷的事。

不同於前一個夢是關於要來的四個國度和末世的啟示，這個夢是關乎尼布甲尼撒

自己，顯示神讓他高升，也使他降卑；神奪去他的國權，也使他恢復尊榮；顯明

神在人的國中掌權，君王國度都是祂所設立的。正如神藉著啟示錄把耶穌基督和

將來的事啟示出來，神也藉著但以理書把未來的奧秘和敵基督的事啟示出來。 

 

一. 王的異夢〔但以理書 4:1-9〕 

尼布甲尼撒在位 43年〔604~562 B.C.〕，在位期間經常東征西討。但以理書記載

他所作的兩個夢，第一個是他在位第二年，第二個夢是在他的晚年，可能是在他

戰勝埃及之後〔~568 B.C.〕，也就是他在位期間的最後幾年所作的夢。 

1. 王的諭令：尼布甲尼撒以諭令的方式作見證，回顧至高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 

a. 詔告天下：諭令的對象是全地各方、各國、各族。包括巴比倫所統治的

領域，巴比倫、亞述、迦勒底、瑪代、波斯、猶太等地，和各族的人。 

b. 宣揚神蹟：尼布甲尼撒見證「至高神」在他身上所做奇妙的神蹟，就如

往常提到神是至高的神，這是外邦人對神的認識，而這位神就是耶和華。 

c. 頌神為大：尼布甲尼撒歌頌至高神的神蹟奇事，承認祂的國是永遠的，

就是彌賽亞的國(但 2:44)。神要建立祂的國度，在全地掌權，直到萬代。 

2. 困擾的夢：尼布甲尼撒結束連年征戰，得勝凱歸，這時國家安定，沒有任何

威脅。當他享安息時，卻因一個夢使他驚懼，他感覺有不詳的事要臨到。 

a. 安居在宮中，平順在殿內：真正的平安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基督

是和平之君，只有祂才能帶出真正的平安。〔639 B.C.，巴比倫亡於波斯〕 

b. 夢時懼怕，醒時驚惶：回到現實世界，夢裡的景象揮之不去，使他驚惶。

似乎夢裡比現實世界更真實，屬靈的領域比有形質的世界更鮮明。 

3. 解夢的人：尼布甲尼撒的夢是一個信息，但這信息從哪裡來？有誰能解夢？

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秘指示祂的僕人─眾先知，就一無所行(摩 3:7)。 

a. 召人解夢：巴比倫的一切哲士，術士、用法術的、迦勒底人、觀兆的，

這些平常能占卜，解夢，卻不能越過神命定要說的話(民 22:35)。 

b. 不能解夢：除非神開啟，不然就無人能解異象和異夢的奧秘。就如耶穌

說比喻，眾人不明白，惟有門徒才能明白天國的奧秘(太 13:10-11)。 

4. 召但以理：這時但以理年過半百，在朝中服事超過 30年，深得王的信任。 

a. 伯提沙撒：尼布甲尼撒口中「我神的名」，是指巴比倫的主神「彼勒」。

伯提沙撒的意思就是「彼勒神所保護的」或「彼勒神所寵愛的」。 

b. 聖神的靈：尼布甲尼撒三次提到但以理的裡頭有聖神的靈(但 4:8, 9, 18)，

因他裡頭的靈使他與眾不同，他就有屬靈的能力，能解開屬靈的奧秘。 

c. 術士領袖：但以理在朝中居高位，作領袖(但 2:48)，是因他的智慧過人，

靈性美好，身上有神的靈，故能參透萬事，能知奧秘的事(林前 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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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夢的內容〔但以理書 4:10-19〕 

神給尼布甲尼撒王兩個異夢，一個關乎世界歷史，由四個帝國到神永遠的國度。

一個關乎他自己的事，他的王位和國權都操在神的手裡。神一再地向尼布甲尼撒

啟示祂的心意，是要使他被光照，得蒙拯救(伯 33:14-30)。但若他的心仍存頑梗

悖逆，如掃羅王一樣，當神不再對他說話的時候，就要走向滅亡(撒上 28:6)。 

1. 高大的樹：形容巴比倫王的興起。以西結書也曾以大樹來形容埃及王法老和

亞述王的興衰(結 31:1-18)，耶穌也以大樹來講天國的比喻(太 13:31-32)。 

a. 在地當中：巴比倫帝國興起，國權穩固，聲名遠播。神的子民也被擄到

那裡，所以那裡成為全地的中心，巴比倫在那裡號令各國、各民、各方。 

b. 高得頂天：就如人們在巴別聚集，建城造塔，塔頂通天(創 11:4)。也像

撒但驕傲的心態，想升到高雲之上，與至上者同等(賽 14:14)。 

c. 枝葉茂盛，果子甚多：巴比倫征服世上各國，從各國帶回擄物與百姓，

使國勢益發龐大，強盛富足。但誰也料想不到卻在突然間成為光禿。 

d. 走獸飛鳥：各國的財寶和人民都被運往那裡，有外邦人〔田野的走獸〕，

也有神的子民猶太人〔天空的飛鳥〕，也都在它的遮蔭護蔽之下。 

2. 守望聖者：他們從天而降，帶著神賜的權柄，傳遞神的信息，宣告神的命令。 

a. 「守望」原指儆醒，不打盹也不睡覺(詩 121:4)，是屬靈的活物，在本書

出現四次(但 4:13, 17, 23, 26)。「守望者」一詞常出現在兩約之間的文學

作品，尤其是以諾書和死海古卷，他們是「天使」的代稱。 

b. 聖者：指分別為聖，不屬世界，而是屬靈的活物。他們伴隨神的同在，

或環繞在神的寶座周圍，或與主一同降臨(申 33:3; 亞 14:5; 猶 14)。 

3. 樹被砍倒：大樹被砍倒是至高者所下的命令，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

掌權，要將國賜給誰就賜給誰，或立極卑微的的人執掌國權，都隨神的旨意。 

a. 樹被砍倒：王的威勢被除，神使王從最高位降到卑賤的畜類；表示王的

榮華是神賜的，也是神收取，王的權柄雖大，但真正掌權的是神自己。 

b. 留下樹𣎴：樹雖被砍下，及至得了水氣，還可指望發芽長枝(伯 14:7-9)。

末世的敵基督，像是受傷了，卻被醫好，又得著權柄(啟 13:3-4)。 

4. 留下樹𣎴：大樹雖被砍倒，被鐵圈銅圈箍住，限制行動，但生命還在。等到

符合生長的條件，還能發芽長枝。表示一切的生命都在神手中(詩 104:29)。 

a. 鐵圈箍住：瘋狂的人都被鐵鍊鎖住(可 5:4)，但樹並不需被圈箍住，這圈

有保護作用，免得被人踐踏毀壞。表示王不會被滅，得以存活(但 4:26)。 

b. 天露滴濕：尼布甲尼撒住在野地，被露水晝夜洗滌，直到他完全降卑。

參孫被銅鍊拘禁，在監裡推磨，直到被剃的頭髮長起來(士 16:21-22)。 

c. 給他獸心：王的心在耶和華的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 21:1)；

神能使人的石心變肉心(結 36:26)，能使法老的心剛硬(出 4:21)，也能使

人心變獸心，一切是神的，祂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d. 經過七期：「期」的原文是「特定時期」，可指「年(但 7:25)」或「時節」，

如巴比倫的習慣，把一年分為冬、夏兩期。七期可能是七年或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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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夢的解釋〔但以理書 4:19-27〕 

異象和異夢都是神所給的信息，但解夢也在乎神，若不是神開啟，就無人能解釋。

奧秘的事是屬神的，將事隱秘乃神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箴 25:2)。 

1. 驚訝片時：但以理驚訝片時，並非他不知道夢的意思，而是為要臨到王的事

而驚訝和難過。片時是一小時的意思，耶穌要門徒與祂警醒片時(太 26:40)；

羔羊揭開第七印，天上寂靜二刻〔片時〕(啟 8:1)，關乎未來命運的關鍵時刻。 

2. 盛極而衰：這夢是指著尼布甲尼撒自己，他的威勢漸長及天，他的權柄管到

地極，卻因他的驕傲自大而被降到至卑。撒但受造原是全然美麗，智慧充足；

卻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以至被摔倒在地(結 28:12-17)。驕傲

自大是敵基督的本質，是神所憎惡(箴 6:17)，神必使他降卑(詩 18:27; 賽 2:11)。   

3. 王的結局：王的命運在神的手中，至高者已發命令，這事必要成就。 

a. 趕出人世，與獸同住：神要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賽 57:15)，而驕傲

是敵基督〔獸〕的本質，屬牠的人要住在牠的住處和巢穴(啟 18:2)。 

b. 吃草如牛，被露滴濕：牛是服苦的牲畜，代表謙卑的僕人；赤身被露水

滴濕，失去人的尊榮。尼布甲尼撒像撒但一樣從榮耀被神摔到至卑。 

c. 經過七期，國權恢復：七是完全的數目，代表日期滿足。神保留樹幹，

就是保留王的生命，到日期滿足時，神就使他完全恢復過去的尊榮。 

4. 對王諫言：面對審判，只能求神在發怒時以憐憫為念(哈 3:2)。但以理勸王： 

a. 以施行公義斷絕罪過：就像尼尼微王下令自卑在神面前，各人回頭離開

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或者神轉意後悔，不發烈怒(拿 3:7-9)。 

b. 以憐憫窮人除掉罪孽：憐憫是神的屬性，藉著憐憫窮人，便可從主蒙恩，

得著恩惠(可 10:21; 徒 9:36; 10:2)，不是為行善而誇口，而是體會神的心。 

c. 他的平安可以延長：彌賽亞來要建立祂的國度，是要「止住罪過，除淨

罪惡，贖盡罪孽，引進永義(但 9:24)」。當罪被解決，就進到永遠的榮耀。 

 

四. 夢的實現〔但以理書 4:28-33〕 

這不只是夢，也不只是故事和比喻，而是真實臨到尼布甲尼撒身上(但 5:20-21)。

從他的驕傲自滿，到他發瘋，過著獸一般的生活。驕傲的結果就是成為「獸」。 

1. 十二個月後：無論再邪惡的王，只要肯自卑悔改在神面前，神必赦免，不將

災禍降於他；如亞哈王(王上 21:25-29)和尼尼微王(拿 3:7-9)。尼布甲尼撒沒有

照但以理的話自卑、行善，結果 12個月後，神寬容忍耐的日子滿了，神便照

祂所說的降下審判。末世主來的日子尚未成就，乃是因為神的寬容(彼後 3:9)。 

2. 大哉巴比倫：尼布甲尼撒興建都城巴比倫，工程壯麗無比，又為妻建造空中

花園，被譽為世界七大奇觀之一，使巴比倫成為當代最宏偉壯觀的城市。 

a. 巴比倫的意思是「神的城門」，最初是寧錄所建(創 10:10)，末世被稱作

與獸聯合的大淫婦(啟 17:1-5)，最終的結局是被投入深海(啟 18:21)。 

b. 尼布甲尼撒自誇，如被蟲咬死的希律(徒 12:21-23)，不榮耀神(詩 127:1)。

末世的敵基督〔獸〕得著權柄，就說出誇大褻瀆的話(啟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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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上的宣告：如末世審判，天使從天降下宣告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啟 18:1-2)。 

a. 尼布甲尼撒從王的榮華，降到如獸般的至卑，乃因他驕傲自大。自高的

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太 23:12)。基督因降卑而被高升(腓 2:7-9)。 

b. 神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給誰就賜給誰，權柄都是從神來(羅 13:1)；

生命氣息也是神所賜的，祂有權賜下，也有權收回(詩 104:29-30)。 

4. 夢境的應驗：尼布甲尼撒喪失心志，失去人的尊嚴，生活舉止成為牛的樣子，

歷史上並沒有這樣的記載。但近代的英國醫學界曾有類似的精神病例，稱為

「牛人妄想症 Boanthropy」，患者相信自己是一頭牛。死海古卷中有一篇名為

「拿波尼度禱告」的斷簡殘篇，描述巴比倫的末代君王拿波尼度曾經得癲狂

如獸的病七年，後經一位猶太的術士幫助他向至高神認罪禱告而使病得痊癒。 

 

五. 頌神為大〔但以理書 4:34-37〕 

當日期滿足，尼布甲尼撒恢復理性，親身經歷神在他身上的作為，便頌神為大，

承認神的偉大全能。知道國度、權柄、榮耀，都是神的，直到永遠(太 6:13)。 

1. 王權的恢復：就如瑪拿西，當他自卑悔改，神就恢復他的國位(代下 33:10-13)。 

a. 日子滿足：約在尼布甲尼撒死前一年 563 B.C.，他恢復神智，再次掌權。 

b. 舉目望天：就是謙卑仰望神的表示(詩 123:1-3)，就如以色列人在曠野仰

望銅蛇，被咬傷的就得存活(民 21:4-9)，一個動作，就有得救的信心。 

c. 聰明復歸：不僅心智的恢復，屬靈的智慧和悟性也被開啟，得以認識神，

敬畏神。如浪子省悟過來，就不留在豬圈，而是回到父家(路 15:15-17)。 

2. 稱頌至高者：尼布甲尼撒承認神有至高無上的權柄，明白世上一切都是虛無，

所有的榮華富貴，轉眼就要消失無形，惟有神是真實的，祂的國存到萬代。 

3. 尊榮的恢復：經過艱苦熬煉，如約伯一樣，神恢復尼布甲尼撒所失去的一切，

讓他認識神，接受臨到自己的事，知神掌管一切，祂的旨意不能攔阻(伯 42:2)。 

4. 天上的王：尼布甲尼撒稱頌天上的王，承認一切的權柄都從是神來的。從此

不再狂妄自大，而是敬畏神，以憐憫為念，並善待被擄的猶太人。在他死後，

其子以未米羅達繼位，可能是親眼目睹尼布甲尼撒的遭遇，或因父王所留的

遺命，隨即抬舉猶大王約雅斤，提他出監，恢復王的尊榮(王下 25:27-30)。 

 

結論 

箴言說：「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 16:18)。」罪的源頭就是驕傲，

都是從撒但來的(結 28:17; 約一 3:8)，都是神所憎惡的。神要審判罪，也要對付

人的驕傲(伯 40:11-12; 賽 23:9)，神雖一再警告，但人總不自覺，最終神就任憑，

希臘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神要毀滅一個人，必先使他瘋狂。」歷史上許多

喪心病狂的統治者，都因掌有絕對權力而驕傲自大，任意妄為，做出超乎人性的

作為。尼布甲尼撒因驕傲而得了獸心，過著獸一般的生活，是給神子民的警惕；

叫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而是跟隨基督的腳蹤，學祂柔和謙卑，在面對末世的

爭戰與誘惑，能站立得住，靠主得勝。順從神的旨意，行祂所喜悅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