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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八)四獸的異象 

但以理書第 7章描述但以理在夜裡看到四獸的異象，不僅反應尼布甲尼撒夢見的

大像，也呼應啟示錄第 13章描述在末世所要顯露的獸。不僅說明了歷史上必要

興起的四個帝國，也指出敵基督的本質：大像是從世界的眼光看，顯得金碧輝煌；

四個大獸是從神的眼光看，顯得醜陋不堪。大像和四獸都和神的子民有關，他們

經過熬煉，最終神要興起救主拯救，將榮耀、權柄、國度賜給他們，直到永遠。 

 

一. 海上來的獸〔但以理書 7:1-8〕 

四獸表明要來的歷史和末世的預兆，也是指啟示錄裡的獸〔敵基督〕。這個啟示

成為本書的中心，不斷地被提及，讓聖民在預備基督榮耀再臨時，不被迷惑。 

1. 伯沙撒元年：根據考古資料顯示，伯沙撒與拿波尼度共治巴比倫約有 10年。

伯撒沙元年約在 550 B.C.，離尼布甲尼撒夢見金像超過 50年〔603 B.C.〕。 

2. 夜裡見異象：就是異夢。神藉著異夢，將奧秘的事啟示給先知但以理。 

a. 天的四風陡起，風預表戰爭(耶 4:11-13)，表示爭戰的風聲傳遍世界各地。 

b. 颳在大海之上：大海象徵世界、列邦萬民(賽 17:12-13; 啟 17:15)。 

c. 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表示四國從列邦戰爭中興起(但 7:17; 耶 6:22-26)。 

3. 四獸的形狀：四獸與金像一樣，代表必要興起的四大帝國和他們的本質。 

a. 獅子：指巴比倫帝國。用獅子和鷹來形容，猶太人要被擄去(耶 4:7, 13)。 

1) 有鷹的翅膀：形容巴比倫的行軍迅速(耶 4:13; 49:22; 哈 1:8)。 

2) 翅膀被拔出：表示失去能力，被原是屬國的瑪代、波斯所擊敗。 

3) 獸像人一樣站立，又得了人心：表示不像獅子，而是成為像人一樣

軟弱(賽 13:7-17; 14:3-10; 耶 51:30-32)、卑賤，和詭詐(耶 17:9)。 

b. 熊：指瑪代波斯帝國，兩國成為聯盟，後因瑪代衰弱而完全被波斯取代。 

1) 旁跨而坐：或譯「一邊站起來」，表示蓄勢待發，或兩國勢力不平衡。 

2) 三根肋骨：瑪代波斯征服呂底亞〔546 B.C.〕、巴比倫〔539 B.C.〕，

和埃及〔525 B.C.〕三大國，並對其壓榨、剝削，課以重稅。 

c. 豹：代表希臘帝國，行動迅速，亞歷山大大帝在三年半內征服波斯帝國。 

1) 背上有四個翅膀：表示行動的速度驚人，八年內行軍 1萬 5千公里。 

2) 獸有四個頭，又得了權柄：亞歷山大死後，其帝國分裂為四個王國。 

d. 怪獸：指羅馬帝國。像可怕的怪獸，發展驚人的軍事力量，征服各地。 

1) 極其強壯：羅馬興起許多傑出的軍事領袖和職業軍人，戰無不勝。 

2) 長出十角：羅馬帝國的晚期，興起十國〔十王〕，延續其軍事力量。 

4. 小角長出來：小角出現在第四獸和公山羊的異象(但 7:8, 11; 8:9)，從它的作為

和本質，看出它與「行毀壞可憎的」相關，也就是末世所要顯現的敵基督。 

a. 十個角中長出小角：小角也是指一國〔王〕，它是長出來的，漸漸形成。 

b. 三角被連根拔出來：小角要制伏十王中的三王，將它們完全滅絕。 

c. 小角中有像人的眼：眼睛代表智慧和洞察力，能夠操控支配其它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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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判的寶座〔但以理書 7:9-14〕 

但以理看見四獸之後，又看見榮耀的寶座，顯出威嚴、聖潔、公義，這是審判的

寶座，就像約翰在啟示錄看見的榮耀寶座(啟 4章)，周圍有眾聖徒和天使環繞。

當羔羊得國再臨的時候，也要設立白色大寶座(啟 20:11-15)，施行審判。 

1. 坐在寶座上：但以理看見寶座，如以賽亞和以西結所看的(賽 6:1; 結 1:26)。

神是那位「坐寶座的」。末世，聖民要將榮耀歸與坐寶座的和羔羊(啟 7:10)。 

a. 亙古常在：原文是「古老的年日」，用以形容神，祂是昔在、今在、以後

永在的神，活到永永遠遠的(啟 4:8-9)。顯出祂的智慧，憑公義施行審判。 

b. 寶座設立：神為審判設擺祂的寶座(詩 9:7)，末後審判稱為白色大寶座的

審判(啟 20:11)。聖徒要與基督同在寶座上施行審判(啟 20:4; 林前 6:2-3)。 

c. 衣裳潔白如雪：代表聖潔。耶穌登山變像，祂的衣裳潔白如光(太 17:2)。

聖民也要身穿白衣，來到神寶座前，晝夜在祂的殿中事奉祂(啟 7:13-15)。  

d. 髮如純淨羊毛：純白色，表示「古老的年日」。也如約翰所看見的人子，

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啟 1:14)。也代表審判台前的公正無私。 

2. 烈火與審判：神顯現時會有火在周圍(出 3:2; 19:18)，神乃是烈火(申 4:24)，

並為祂百姓傳烈火的律法(申 33:2)。審判時，要用火燒盡惡人(太 3:12)。 

a. 寶座乃火焰，其輪乃烈火：寶座有輪，寶座和輪都是烈火，就如以西結

所看的(結 1:13, 27)。表示神的審判不是只在一處，而是速速臨到全地。 

b. 火像河發出：代表神審判的烈火(來 10:27)，末後審判之後，有火湖燒滅

罪人和惡人(啟 20:14)。但在新耶路撒冷，神寶座卻流出生命河(啟 22:1)。 

c. 在祂面前侍立：指天使天軍，他們環繞在神寶座周圍(啟 7:11; 申 33:2)。 

d. 案卷都展開了：記載所有的行為和罪狀，在審判的時候，神要根據案卷

所寫的施行報應(賽 65:6-7; 啟 20:12)。這裡是指的四獸和小角要受審判。 

3. 四獸的結局：第四獸被殺是因為小角說誇大的話，獸的身體損壞，扔在火中

焚燒。其餘的獸，權柄被奪去，生命仍存留。表示這些國度依然存在，只是

沒有權柄任意而行。到末期，這獸還要顯現(啟 17:8)，被扔在火裡(啟 19:20)。 

4. 人子掌國權：但以理看到四獸的異象之後，看見人子的異象。四獸代表四國

興起，人子代表神另立的一國(但 2:44)，就是彌賽亞的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a. 有一位像人子：人有神的形像(創 1:27)，是獸所沒有的。彌賽亞是神的

兒子道成肉身(腓 2:6-8)，耶穌在公會以這經文見證祂的神性，說祂就是

神的兒子，卻被定罪說了僭妄的話，而被定了死罪(太 26:63-66)。 

b. 駕雲降臨：末世基督要駕雲與眾天使榮耀降臨，要坐在寶座上施行審判

(啟 1:7; 太 25:31-32)。祂與父同坐寶座，按父旨意審判(啟 3:21; 約 5:30)。 

c. 得著權柄：神是掌管天地萬有的主，國度、權柄、榮耀都是祂的(太 6:13)。

神把國權給了彌賽亞，彌賽亞要與祂的子民分享(來 2:5-10; 路 12:32)。 

d. 永遠的國：神賜給彌賽亞的國，將是沒有窮盡的(撒下 7:16; 路 1:31-33)。

天國的福音是要傳給萬國萬民(太 24:14)，天國現今在信祂，且尊祂為王

的人心裡，到末世，世上的國要成為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啟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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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異象的真情〔但以理書 7:15-22〕 

但以理見到天上的異象，顯示未來的奧秘，但他不完全明白。神賜下信息，也賜

智慧和啟示叫人明白。聖徒靠聖靈，就能明白真理和奧秘(太 13:11; 約 16:13)。 

1. 但以理的反應：但以理先前知道要興起的四國，他也想著神子民被擄的日子

將滿，他們將得著釋放。但這異象卻指著長遠的未來，聖民要進到永遠的國。 

a. 靈裡愁煩：但以理在異象中看到這角與聖民爭戰，並且勝了他們，他為

聖民受壓制而愁煩，希望能明白其中的奧秘，好叫聖民知道如何應對。 

b. 使他驚惶：這四獸雖是必要興起的四王，但在屬靈的意義是指末世將要

出現的敵基督和其國度，牠要行毀壞可憎的事，使但以理感到驚惶。 

c. 求問侍立者：侍立者是指在神寶座前侍立的天使(但 7:10)，就像約翰在

啟示錄的異象中，天使向他解釋神末後對大巴比倫的審判(啟 17:1)。 

2. 四獸就是四王：大金像指出要興起的四國(但 2:38-40)，這四獸指的是四王，

後又解釋為國(但 7:23)。「國」和「王」是相通的，有王就有國，有國就有王。 

a. 巴比倫〔605-539 B.C.〕：大像的金頭，神興起的第一國，用以懲治神的

子民。尼布甲尼撒將耶路撒冷和聖殿毀滅，並將神的百姓擄到巴比倫。 

b. 瑪代波斯〔539-330 B.C.〕：大像的銀胸和膀臂。神興起古列滅了巴比倫，

並下詔准許猶太人回歸本地，後來，聖殿和耶路撒冷陸續被重建完成。 

c. 希臘〔330-148 B.C.〕：大像的銅腹和腰。神興起亞歷山大建立希臘帝國。

亞歷山大死後，帝國分為四個王國，猶太被西流基王國〔敘利亞〕統治，

因安提阿古四世強迫猶太人放棄信仰，污穢聖殿，引發猶太抗暴獨立。 

d. 羅馬〔148 B.C.-A.D.476〕：大像的腿和腳。羅馬帝國興起，四處征戰，

148 B.C.征服希臘和馬其頓，63 B.C.兼併猶太，31 B.C.消滅埃及，成為

強大的帝國。帝國後來分東西羅馬帝國，西羅馬以羅馬為首都，476年

亡於蠻族；東羅馬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為首都，1453年亡於土耳其。 

3. 聖民得國享受：聖民稱為「至高者」的聖民，顯示神的全能(申 32:8)。神要

建立祂的國度〔彌賽亞國〕之前，先讓四個帝國興起。聖民與這四個帝國都

息息相關，到第四個帝國時代，彌賽亞要降臨，建立祂的國。聖民經過爭戰

和磨難(徒 14:22)，最終爭戰得勝，就能進到神的國，享受神國的豐盛。 

4. 第四獸的真情：但以理只想知道第四獸的真情，因為這獸非常獨特，與其它

三獸大不相同，為何牠有鐵牙銅爪，吞吃踐踏？為何牠頭有十角，和另一角？

為何小角打落三角？為何角有眼，口說誇大話，勝過同類？為何小角能勝過

聖民，直到亙古常在者為聖民伸冤？這都是但以理想要知道的真情。 

 

四. 解釋第四獸〔但以理書 7:23-28〕 

侍立者將第四獸的真情說出來，究竟何謂興起的十王？誰是興起的一王〔小角〕？

他必制伏的三王又是誰？這和啟示錄中七頭十角的獸有何關連(啟 13:1; 17:12)？

由於是預言性的話，根據歷史發展，只確定第四獸是羅馬帝國，小角就是敵基督。

至於十王和三王，迄今仍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未來的事都是奧秘，不要絕對化。 



 - 32 - 

1. 帝國興起：羅馬原是共和體制，藉著四處爭戰，發展強大的軍事力量，掌握

軍權者漸漸成為獨裁者。27 B.C.，奧古斯都成為羅馬第一任皇帝，繼續四處

擴張，征服鄰近的土地和民族，建立了以羅馬為中心的強大帝國。 

2. 興起十王：在歷史上指羅馬帝國，也是指末世獸的國(啟 13章)。其狀可怕，

甚是強橫，頭有十角(啟 13:1)，這十角就是十王，一剎時他們與獸同得權柄，

與王一樣。但他們把權柄給獸，與羔羊爭戰，但終必被打敗(啟 17:12-14)。 

a. 十王就是十國。就歷史而論，以羅馬為中心的西羅馬帝國於 476年滅亡，

國土被十個蠻族瓜分，形成今日歐洲主要國家。1) 匈奴 Huns〔匈牙利〕，

2) 東哥特 Ostrogoth〔義大利〕【553滅亡】，3) 布根地 Bourgogne〔瑞士〕，

4) 法蘭克 Franks〔法國、義大利、德國〕，5) 西哥特 Visigoth〔西班牙〕，

6) 蘇維匯 Suevi〔葡萄牙〕，7) 盎格魯─撒克森 Anglo-Saxon〔英國〕，

8) 倫巴地 Lombardy〔德國〕，9) 黑如萊 Herules〔意大利〕【~493滅亡】，

10) 汪達爾 Vandals〔北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533滅亡】。 

b. 小角也是興起的一王，但與先前的王不同，牠必制伏三王。就歷史而論，

這可指教皇制度，它以羅馬為中心，發展出像王一樣的權柄，支配各國。 

c. 歷史只是參考，歷代都有敵基督本質的政權興起，但末世真正的敵基督

是誰，無人知曉。需要神賜下智慧和啟示，藉著真理的聖靈，才能明白。 

3. 小角長出：希臘帝國的「小角」，因污穢聖殿而稱行毀壞可憎的(但 8:9; 11:31)。

但這「小角」乃出自羅馬帝國，都有敵基督的特質。但以理看見四獸的異象

與啟示錄中 13章，像豹、熊、獅的獸都是從海中上來，兩者可以作比較。 

a. 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撒但本質就是驕傲自大，自以為義，不服神的義。

敵基督有可能從神子民中間出來(約一 2:18-19)，披著宗教，行邪惡的事。 

b. 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聖民身上帶著基督的印記，因基督的緣故受逼迫。 

c. 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行毀壞可憎的引誘聖民違背聖約，不服神的律法。

這律法不是字句，而是精義(林後 3:6)；不是定罪，而是使人自由(雅 2:12)。 

d. 一載、二載、半載：可指三年半，42個月，1260天〔或一天抵一年〕。 

4. 神國降臨：當聖民被殺的數目滿足，神就為他們伸冤(啟 6:9-11)，使他們得國。

聖民就是跟隨羔羊的(啟 14:4)，羔羊得勝，聖民也與羔羊一同得勝(啟 17:14)，

就從祂得獎賞，得著權柄制伏列國(啟 2:26)，也與祂同坐寶座(啟 3:21)。 

 

結論 

但以理書的重心是顯明末後的事，自猶太人被擄、外邦人的日期開始(路 21:24)，

聖地就被外邦人統治。世界要興起四大帝國〔巴比倫、波斯、希臘、和羅馬〕，

彌賽亞在第四個帝國時降臨，建立祂的國度。然而，但以理書也預言世界的末了，

敵基督要顯出來，就是異象中的小角，看來不起眼，卻得了權柄能力，迷惑世人，

逼迫聖民，做出毀壞可憎的事，這就是末世的預兆(太 24:15)。然而，基督終要

作王，凡敵擋祂的，連同敵基督要受烈火的審判。研究末世，渴望明白將來的事，

就要從但以理身上學習，使自己清淨潔白，便從神得智慧能以明白(但 12: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