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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九)兩羊的異象 

從但以理書第 8章到 12章，不再用亞蘭文，而是用希伯來文，可能是因為關乎

彌賽亞、神的子民、外邦人，和末世的預言。第 8章提到但以理所看到公綿羊、

公山羊，和小角的異象，以及天使對異象的解釋。這時的巴比倫已將成為過去，

歷史進入新紀元，瑪代波斯將取代巴比倫成為新的霸權。但波斯歷史也只有兩百

多年，之後希臘崛起，不多時又分為四國。四國中有一王將興起，靠著小小權勢，

卻造成極大的破壞。這些是關乎世界歷史和末後的異象，也關乎敵基督的本質。 

 

一. 雙角的公綿羊〔但以理書 8:1-4〕 

但以理在異象中看到的公綿羊，就是瑪代波斯帝國(但 8:20)，也就是大金像中的

銀胸膛和膀臂(但 2:32)，四獸中的熊(但 7:5)，是在巴比倫帝國之後興起的帝國。 

1. 異象出現：不同於前次異象是在睡夢中得到，這是清醒時見的異象(民 24:4)。 

a. 時間：伯撒沙第三年，是在但以理看到四獸異象的兩年之後(但 7:1)。 

b. 以攔的書珊：以攔在巴比倫〔西〕、波斯〔東〕、瑪代〔北〕之間，曾被

巴比倫征服(耶 49:34-39)。後來跟隨古列攻打巴比倫，成為波斯一部分。 

1) 書珊城：原是以攔的首都，後來成為波斯的都城(尼 1:1; 斯 1:2-5)。

城的原文為「堡」，是皇宮，也是堡壘。這異象是關乎波斯的事。 

2) 烏萊河：流過書珊城的河。神常在河邊啟示異象(但 10:4; 結 1:3)。 

c. 異象看見：但以理本人可能並非實質在那裡，而是他在異象中，被提到

書珊城，看到那裡的異象，正如以西結看到耶路撒冷的異象(結 8:3)。 

2. 雙角不同：雙角的公綿羊，在瑪代波斯的國旗上都畫有綿羊的圖像，在發掘

波斯的古幣上，也鑄有羊的形象，從史實和考古印證綿羊代表瑪代波斯。 

a. 兩角都高：顯示瑪代波斯要興起，得著權柄、能力、尊榮，和財富。 

b. 這角高過那角：兩角不平衡，一高一低，更高的是後長的。瑪代與波斯

聯盟，波斯是後起的，但勢力高過瑪代，後來併吞瑪代，成為波斯帝國。 

3. 三方牴觸：就如第二獸的口齒內啣有三根肋骨(但 7:5)，代表歷史上瑪代波斯

滅了三個主要的對手，成為橫跨歐、亞、非，三個不同文化領域的龐大帝國。 

a. 往西：往西發展，征服巴比倫、敘利亞、亞西亞，一直攻打到希臘。 

b. 往北：往中亞擴張，征服呂底亞、亞美尼亞，直到裏海的領域。 

c. 往南：往非洲和阿拉伯半島，征服埃及、伊所匹亞，和阿拉伯。 

d. 從東方來：波斯是來自東方，神從那裡召古列，消滅巴比倫(賽 46:11)。

當瑪代波斯興起，周圍的國家沒有能與之抗衡，最終都要臣服。 

4. 自高自大：無論是誰，當他得著權柄能力，便自高自大，如公綿羊(但 8:4)、

公山羊(但 8:8)、小角(但 8:11)，並且任意而行。這就是敵基督的本質。 

a. 得著權柄：獸〔複數〕在公綿羊的面前都站立不住，表示周圍所有國家

都被牠勝過，沒有能救護脫離牠的手，若不降服，就要被消滅。 

b. 任意而行：只有神才能隨祂的旨意而行，祂的旨意不能攔阻(伯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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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角的公山羊〔但以理書 8:5-8〕 

在公綿羊之後而來的是公山羊，將公綿羊打倒，這就是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所建的

希臘帝國。山羊是馬其頓的記號，希臘文化中的「悲劇」，意思就是「山羊之歌」。 

1. 希臘崛起：波斯曾兩次攻打希臘，但都不成功，沒能征服。但希臘城邦長期

處在彼此爭鬥不和，直到馬其頓的亞歷山大興起，才統一希臘，並向外擴張。 

a. 進攻波斯：公山羊「從西而來，遍行全地，腳不沾塵」，亞歷山大從西方

往東入侵波斯，在三年半滅了波斯帝國，在八年內征服當時已知的世界。 

b. 非常的角：公山羊的兩眼當中長出大角，就是亞歷山大〔356-323 B.C.〕。

他是希臘頭一個王(但 8:21)，是希臘帝國的創建者，軍事天才，在他的

一生中戰無不勝。「眼」代表異象和智慧，「角」代表權柄和能力。 

2. 撞公綿羊：亞歷山大 20歲時接續父親作馬其頓王，兩年內統一了希臘聯邦，

便率步兵 3萬人，騎兵 5千人，東征波斯，經過三場勝仗，便滅了波斯帝國。 

a. 河邊的羊：這河就是烏萊河，在波斯的首都。波斯末代君王大利烏三世

沒有察覺即將大難臨頭，沒有積極防禦，以致潰敗，無法挽救。 

b. 大發忿怒，向牠直闖：亞歷山大為報復波斯兩次攻打希臘之仇，便東征

波斯，目的是要消滅波斯，拒絕波斯所提出的和談與攏絡的條件。 

c. 折斷兩角：波斯的軍隊數量雖遠超過亞歷山大的軍隊，每次戰役都傷亡

慘重。大利烏三世在逃亡途中為部下所殺，結束波斯帝國〔330 B.C.〕。 

3. 正強盛時：征服波斯後，亞歷山大繼續東征，打到印度河〔326 B.C.〕，後來

因將士們的請求，班師回朝。他曾因世上再沒有地方可以讓他征服而痛哭。 

a. 自高自大：當亞歷山大的權勢達到頂峯，便自稱是「世界之主」，他相信

自己就是希臘天神宙斯的兒子，喜歡人把他當作神來膜拜。 

b. 大角折斷：大角是在正強盛的時候折斷。亞歷山大在巴比倫一次痛飲後

死亡，死因可能是熱病、瘧疾，或中毒。死時年 33歲〔323 B.C.〕。 

4. 長出四角：亞歷山大死於 323 B.C.，繼承人選擺不平。他的將軍們擁兵自重，

互相爭伐，到 301 B.C.，帝國形成四個王國，後來分別被羅馬帝國征服。 

a. 西流基 Seleucus統治敘利亞和巴比倫〔東〕：在但以理書第 11章被稱為

北方王，異象中的小角安提阿古四世就是從這國出來〔312-64 B.C.〕。 

b. 多利買 Ptolemy統管埃及和古利奈〔南〕：在但以理書 11章被稱南方王，

經常與敘利亞爭戰，互有勝負，是四國中最後亡國的〔305-30 B.C.〕。 

c. 加山得 Cassander統管馬其頓和希臘〔西〕：其父原被亞歷山大任命留守

故土，後來罷黜亞歷山大的繼承人，自立為王〔306-146 B.C.〕。 

d. 呂西馬加斯 Lysimachus掌管小亞西亞〔北〕：於 309 B.C.稱王，但沒有

多久便滅亡，後來被安提柯取代。168 B.C.，安提柯王國為羅馬所滅。 

5. 聖民影響：根據猶太史家約瑟夫描述，當亞歷山大兵臨耶路撒冷時，猶太人

當時是波斯的屬民，但不作抵抗。大祭司亞拿尼亞〔或稱亞都 Jaddus〕盛裝

迎接亞歷山大，並出示但以理書，指出他就是書中的公山羊，必將波斯帝國

完全滅絕。亞歷山大得著鼓勵，全力進攻波斯。並善待猶太人，免其賦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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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角中的小角〔但以理書 8:9-14〕 

先前但以理看到四獸的異象中，從第四獸的頭上長出一個小角，是指第四帝國中

生出的一王。此處的小角是從四角中的一角長出來，天使解釋乃希臘帝國分出的

四國中，有一王興起，行詭詐和毀壞的事。這兩個小角都預表末世的敵基督。 

1. 小角長出：這小角是四國中的一個王，從他所做的事顯示，他就是敘利亞的

安提阿古四世〔175-164 B.C.〕，次經〔旁經〕Apocrypha的馬加比一書記載

他如何逼迫聖民，污穢聖殿，以致引發猶太抗暴獨立的歷史〔175-134 B.C.〕。 

a. 馬加比前書稱他「邪惡的根」，他曾在羅馬作人質，潛伏回國，用詭詐的

方法取得王位〔本來王位屬他的姪子〕，並野心勃勃想要征服各地。 

b. 向外擴張：「南」指埃及，安提阿古四世曾率軍攻打到埃及(但 11:25-30)。

「東」是位於東面的帕提亞、亞美尼亞、以攔，和米所波大米一帶地方。 

c. 向榮美之地：指聖地，也就是猶太地和耶路撒冷(耶 3:19; 結 20:6)。這地

處在埃及和敘利亞兩國之間，因兩國的勢力消長而分別受不同的統治。 

2. 成為強大：小角成為強大，他的權柄能力雖不能和亞歷山大的「大角」相比，

但卻同樣地自高自大。在他權柄所及範圍之內任意而行，行邪惡可憎的事。 

a. 漸漸強大：小角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漸漸長大，在人不知不覺中忽然

得著權柄，安提阿古四世的權柄和能力是漸漸得到的，如末世的敵基督。  

b. 高及天象：「天象 tsaba」可譯作「萬軍」，或作「軍隊」來形容以色列民

(出 6:26; 7:4)，也用於形容在聖殿「任職」的利未人(民 4:3; 8:24)。顯示

安提阿古四世的權柄高過神的子民和利未人，並干預他們的生活和事奉。 

c. 將天象和行宿拋落，用腳踐踏：天象和星辰也可指神的子民和事奉神的

利未人(耶 33:22; 民 24:17)，安提阿古四世折磨聖民，殘殺不順從的人。 

d. 自高自大：這小角將自己比作天象〔萬軍〕之君，以色列的神乃萬軍之

耶和華。敵基督的本質乃自稱是神(帖後 2:4)，想與至上者同等(賽 14:14)。 

3. 任意而行：「小角」任意而行，無不順利，是神所允許的，如末世敵基督做的。 

a. 除掉常獻的燔祭：指神子民每天早晚要獻的燔祭(出 29:38-42)，馬加比書

記載安提阿古四世用強制的手段，廢止聖殿的一切獻祭和節期等禮儀。 

b. 毀壞君的聖所：安提阿古四世下令禁止給猶太嬰孩行割禮，強迫猶太人

吃豬肉，拜偶像。並在聖殿祭拜宙斯的神像，並用豬獻祭，污穢聖殿。 

c. 因罪過的緣故：猶太人受希臘文化的影響，不守律法而犯罪，受神懲治。 

1) 「軍旅 tsaba」可指神的百姓，「常獻的」是指聖殿中日常獻祭禮儀。 

2) 真理拋在地上：真理可指律法(瑪 2:6)。律法書被毀，叫人不守律法。 

4. 聖者對話：這裡記載兩位「聖者 qadowsh」對話，聖者可指天使，或神自己。 

a. 說話的聖者：此處的「聖者」原文為 palmoni，意思是「奇妙的」，神的

使者中有名稱為奇妙的(士 13:18)，彌賽亞的名也被稱為奇妙(賽 9:6)。 

b. 2300日：「日」的原文為「晚上、早晨」，可算一日，或「晚祭和晨祭」。

安提阿古四世污穢聖殿引發猶太人抗暴獨立，在猶太曆基斯流月〔十月〕

25日〔164 B.C.〕，聖殿終被潔淨，那日稱修殿節〔Hanukkah〕(約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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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乎末後的事〔但以理書 8:15-27〕 

聖經記載世界的歷史，從創造世界〔創世記〕到世界的末了〔啟示錄〕。但其中

有四百年的空白〔瑪拉基書之後〕。然而但以理的異象，填補了這四百年的歷史。 

1. 天使加百列：聖經提及天使的名字，只有加百列和米迦勒。米迦勒負責保護

猶太人；加百列侍立在神面前，傳遞神的信息，加百列的意思是「神的力量」。 

a. 形狀像人：加百列以人形顯現，亞伯拉罕和羅得遇見天使，形狀也像人。 

b. 明白異象：加百列向但以理啟示雙羊的異象，又告訴他 70個 7的奧秘。

並向撒迦利亞和馬利亞顯現，告之施洗約翰和耶穌的降生(路 1:19, 26)。 

c. 關乎末後：「末後」可指世界末了，或彌賽亞降臨，也可指異象中將成就

的事。顯示聖民在瑪代波斯和希臘帝國的遭遇，到了末世也將如此發生。 

2. 異象的解釋：這是天使給但以理的解釋，如啟示錄中的天使為約翰解釋異象。 

a. 惱怒臨完必有的事：指神的百姓因犯罪而受神的懲治，但忿怒有結束的

時候(賽 10:24-25)，神就會向他們施恩(賽 40:1-2)。異象中說到神的子民

在瑪代波斯直到希臘帝國中的小角所受的逼迫患難，直到聖殿被潔淨。 

b. 末後的定期：歷史都是神命定的，君王的興起和國家的盛衰都在神手中。 

1) 雙角公綿羊，就是瑪代波斯，滅了巴比倫，亡於希臘〔539-330 B.C.〕。 

2) 公山羊就是希臘帝國，為亞歷山大所建，亞歷山大就是大角。 

3) 四角：亞歷山大死後，帝國分成四個國，權勢不能和亞歷山大相比。 

3. 有一王興起：一切權柄都是神所賜的，這王興起，給聖民造成莫大的傷害。 

a. 顯露的時刻：猶太人受希臘文化影響，離棄神的律法，罪惡滿盈的時候，

這邪惡的王就出現了。就如末世不法的事增多，最終敵基督就顯露出來。 

b. 邪惡的本質：這興起的王面貌凶惡，或譯作堅硬的臉，意思是厚顏無恥。

能用雙關的詐語，表示他的詭詐、偽善、陰謀、出賣、背信等特質。 

c. 權柄的獲得：他得著權柄並不是靠著自己的能力，而是用詭詐的手段。

這是出自撒但的權勢(帖後 2:9)，藉著虛謊使人受迷惑，就會被他轄制。 

d. 非常的毀滅：他毀壞「有能力的」和「聖民」，就是外邦人的勢力和神的

子民；又攻擊萬君之君，褻瀆神和祂的聖所。這也是末世敵基督所做的。 

e. 最後的結局：非因人手而滅亡，神要彰顯祂的榮耀滅絕他(帖後 2:8)。 

4. 將異象封住：二千三百日的異象必實現，這可指末世，或三百多年後〔164 B.C.〕

發生潔淨聖殿的事。這異象現今要封住，無人能明白，直到所定的日期。 

 

結論 

神以公綿羊、公山羊，和羊角的異象來啟示將來的歷史，「羊」本是溫馴的動物，

是宗教禮儀所用的祭牲，「角」象徵著權柄能力。一個性情溫和的人，一但得著

權力，也可能變得自高自大，任意而行，造成極大的破壞。但以理書啟示末後的

異象，特別把敵基督的本質顯露出來。無論是宗教、政治、社會的工作者，起初，

可能顯得溫和、無害，但漸漸地，當他們拿到權柄，就顯露邪惡的本質，行各樣

殘忍可怕的事。歷史不斷重演，聖民要有神的智慧明白末後的事，等候基督再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