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5 - 

但以理書(十二)南北王之爭 

天使指示但以理波斯之後希臘帝國的歷史，其中南北王之間的爭戰與神的子民和

耶路撒冷〔榮美之地(但 11:16, 20)〕有關。這些雖是三百多年後的歷史，但以理

卻很精確且詳細地描述出來，指出希臘四個王國中的北方王安提阿古四世。就是

那行毀壞可憎的(但 9:27)，是末世要顯出敵基督的預兆(太 24:15)，他也是那小角

(但 7:8, 11; 8:9-14; 23-26)；極其邪惡，得著權柄任意而行，污穢聖地，殘殺聖民。 

 

一. 帝國的興亡〔但以理書 11:1-4〕 

天使直接指示但以理關於波斯和希臘帝國政權轉換，呼應雙羊的異象(但 8:1-8)， 

希臘成為當時的霸權。也說到亞歷山大死後，希臘帝國分為四個王國。 

1. 回顧往事：天使追溯到瑪代王大利烏元年〔~538 B.C.〕，巴比倫帝國剛亡，

以色列民由巴比倫的統治，移轉到被瑪代波斯統治。天使扶助以色列的護衛

天使米迦勒，使神的子民在政權的遽變下，得蒙保守，得以回歸故土。 

2. 波斯四王：瑪代王大利烏和波斯王古列共治後，波斯繼起的四王。他們的名

與希臘史家所記的不同，但聖經記載了他們與聖殿和神的子民有關的事蹟。 

a. 甘拜西〔亞哈隨魯(拉 4:6)〕，529-522 B.C.。古列之子，死於征埃及路上。 

b. 撒美迪〔亞達薛西(拉 4:7)〕，522-521 B.C.。自稱為王，後被大流士所殺。 

c. 大流士一世〔大利烏(拉 4:24)〕，521-485 B.C.。聖殿在他任內重建完成。

使波斯國勢達到頂峰，他曾兩次出征希臘，490 B.C.敗於馬拉松之役， 

d. 薛西〔亞哈隨魯(斯 1:1)〕，585-565 B.C.。國勢富足到頂盛，但武力並未

增強，曾兩次徵召各地的屬國進攻希臘，對當地大肆破壞，後來都失敗

而返。這兩次的入侵引發亞歷山大的仇恨和忿怒，便定意要征服波斯。 

3. 勇敢的王：指的是希臘帝國的開國君王亞歷山大，也是公山羊的大角(但 8:5)，

征服波斯和已知的世界。正壯年時〔33歲〕死亡，他的國權歸與他後裔之外

的人，王位繼承人被殺，他的部將相互征伐，後來分裂成四個王國。 

4. 破裂的國：希臘帝國分成 1) 敘利亞、2) 埃及、3) 馬其頓，和 4) 小亞西亞，

國勢都不及亞歷山大。其中敘利亞和埃及經常征伐，稱之為北方王和南方王，

猶太地夾在其中，深受其苦。以下是南、北諸王年表與聖經的相關經文： 

北方諸王〔敘利亞〕 西元前 南方諸王〔埃及〕 西元前 

西流基一世(但 11:5) 322-282 多利買一世(但 11:5) 323-283 

安提阿古一世 282-260 多利買二世(但 11:6) 283-247 

安提阿古二世(但 11:6) 260-246 

西流基二世(但 11:9) 246-226 多利買三世(但 11:7-8) 246-221 

西流基三世(但 11:10) 226-223 

安提阿古三世(但 11:10-19) 223-187 多利買四世(但 11:11-12) 221-204 

西流基四世(但 11:20) 187-175 多利買五世(但 11:14) 204-180 

安提阿古四世(但 11:21-35) 175-164 多利買六世(但 11:25) 18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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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兩國的恩怨〔但以理書 11:5-20〕 

但以理書 11章詳細預言南國埃及和北國敘利亞兩國之間的恩怨，不斷有戰爭，

最後引出安提阿古四世，他的行事為人就如末世的敵基督，行毀壞可憎的事。 

1. 南北稱王(但 11:5)：南國指埃及的多利買王朝，北國指敘利亞的西流基王朝。 

a. 多利買一世為埃及開國君王，他佔領埃及和古利奈〔北非〕，自立為王。 

b. 西流基一世原是巴比倫總督，後為逃避政敵追殺逃到埃及，作埃及將帥。

數年後，與多利買聯手打敗政敵，成為敘利亞王，為四國中最強盛的。 

2. 分分合合(但 11:6-9)：兩國為了爭奪商道、港口、天然資源控制權，發動兩次

戰爭【274-271 B.C.】、【260-253 B.C.】。後來雙方想藉政治聯姻，締造和平，

南方王多利買二世便把女兒百尼基嫁給北方王安提阿古二世(252 B.C.)。 

a. 安提阿古二世為娶百尼基為妻，便與元配老底基離婚，立百尼基為王后。

幾年之後，多利買二世過世，安提阿古二世與老底基復婚，冷落百尼基。 

b. 老底基毒死安提阿古二世，並殺百尼基和她的兒子，和不少埃及陪嫁的

隨從官員。北方王則由老底基的兒子西流基二世繼承，兩國正式交惡。 

c. 百尼基的兄弟多利買三世發動第三次敘埃戰爭【245 B.C.】，直取安提阿，

殺了老底基〔此役稱老底基之戰〕，奪取許多金銀財寶和廟裡寶器偶像。 

d. 西流基二世出兵攻打埃及，但兵力不足而撤兵，南北王暫時保持和平。 

3. 又動干戈(但 11:10-12)：西流基二世死後，西流基三世即位，為報父仇，集結

大軍要與埃及爭戰，但在位三年便死了，由弟弟安提阿古三世繼位〔15歲〕，

繼續統領大軍。後來發動第四次敘埃戰爭【221-217 B.C.】，收復不少失土。 

a. 220 B.C.，安提阿古三世攻佔埃及前線重鎮，或稱之埃及保障的迦薩。 

b. 迦薩被奪後，多利買四世於 217 B.C.，派大軍到迦薩迎戰安提阿古三世，

結果大獲全勝，但並沒有乘勝追擊。得勝之後，多利買四世便心高氣傲，

自以為是神，就逼迫境內和埃及地的猶太人，被殺的猶太人超過一萬。 

4. 戰況愈烈(但 11:13-20)：204 B.C.多利買四世突然駕崩，兒子多利買五世即位，

國內發生內亂，安提阿古三世趁機發動第五次敘埃戰爭【202-200 B.C.】。 

a. 安提阿古三世率大軍，並與馬其頓結盟，一同攻打埃及。猶太人中有些

強暴人〔即奮銳黨人〕，他們興起要爭取獨立，最終失敗，時年 198 B.C.。 

b. 安提阿古三世圍攻西頓，埃及雖派精兵增援，但仍失敗。安提阿古三世

進駐耶路撒冷〔榮美之地〕。耶路撒冷成為進軍埃及的前哨，常有戰事。 

c. 安提阿古三世本想傾全國之力攻打埃及，但受羅馬牽制，只好與埃及訂

和約，把自己女兒革流巴特拉嫁給多利買五世。原希望他的女兒幫助他

來征服埃及，但女兒勸丈夫向羅馬求援，使安提阿古三世的計畫落空。 

d. 安提阿古三世改變戰略，先用海軍進佔馬其頓的許多海島，又進軍歐洲，

卻被羅馬將軍阿西里斯所敗，羞辱地回敘利亞。為償付羅馬的戰爭賠款，

他到各地神廟收稅，卻在彼勒神廟被暗殺，由兒子西流基四世接續作王。 

e. 西流基四世為償付戰爭賠款，他派稅官到各地徵稅，其中包括耶路撒冷

和聖殿。稅官希羅多祿眼見沒有達成任務，就把西流基四世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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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方的惡王〔但以理書 11:21-35〕 

西流基四世被殺後，其弟自羅馬回國，殺了希羅多祿，王位本歸他未成年的姪子，

他卻說服大眾作攝政王，是為安提阿古四世〔175-164 B.C.〕。他受希臘文化影響，

逼迫境內的猶太人接受希臘的文化習俗，廢棄猶太的傳統生活與信仰禮儀。 

1. 卑鄙的人：從他所做的，顯出邪惡、殘酷、詭詐的本質，不擇手段得著權柄。 

a. 諂媚得國：安提阿古四世攝政幾年後姪子被謀殺，他便名正言順地作王。

他的權柄本來不屬於他，他卻趁人不備，用詭計得著國權。 

b. 同盟的君：指埃及王，或猶太的大祭司。安提阿古四世與他們訂約後，

又背棄盟約，行詭詐的事，不講信用和道義，只講利益和權力。 

c. 成為強盛：安提阿古四世藉著不多的人和兵力，四處擴張，到敘利亞、

埃及、腓尼基等肥美之地，到處掠劫財寶後，將財寶分給跟隨他的人。 

2. 大動干戈：安提阿古四世強大之後，便向南、向東，向榮美之地用兵(但 8:9)。 

a. 攻打埃及：安提阿古四世發動第六次敘埃戰爭【170-169 B.C.】，埃及王

多利買六世被俘，被迫簽和約，使安提阿古作埃及的保護者。埃及人民

不服，便立多利買八世為王，繼續對抗，安提阿古四世的計謀未能得逞。 

b. 各懷惡計：安提阿古四世想要離間埃及，就釋放多利買六世，設宴款待，

應允助他奪回王位。兩王在席各有盤算，結果計謀失敗了，多利買六世

回國後與弟弟和好，共同對抗敘利亞，安提阿古四世只好班師回朝。 

c. 反對聖約：安提阿古四世到耶路撒冷，見猶太人反對希臘化政策與立的

大祭司，便出兵鎮壓反對的勢力，並掠奪聖殿中的金銀財寶而去。 

d. 基提戰船：168 B.C.，安提阿古四世再攻打埃及，正要獲勝時受羅馬威脅，

只好撤出埃及。基提指居比路島，屬希臘，羅馬的戰船從那裡到埃及來。 

3. 褻瀆聖地：安提阿古四世被迫從埃及喪膽而回，心有不甘，途經耶路撒冷，

得知猶太人不遵從他推行希臘化的政策，便向猶太人發洩怒氣，殘害他們。 

a. 惱恨聖約：「聖約」指與神立約，遵行神律法的子民。安提阿古四世聯絡

猶太人中背道的人，逼迫遵守聖約的人，他任意而行，大肆殺戮與破壞。 

b. 褻瀆聖地：他縱容軍隊在耶路撒冷燒殺搶掠，猶太人被賣為奴，城牆被

拆毀。又在聖殿南部建立城堡〔保障〕，控制聖殿地區，派兵長駐該城。 

c. 除掉常獻的燔祭：下令廢除聖殿一切禮儀獻祭，毀滅所有律法書，禁止

守安息日和其他節期，廢棄潔與不潔的飲食條例，並禁止為嬰孩行割禮。 

d. 設立行毀壞可憎的：在聖殿祭壇上殺豬獻祭，將豬血抹在聖殿的器皿和

幔子上，並設立希臘天神宙斯和其它的神像，把聖殿改名為宙斯神廟。 

4. 殘害聖民：安提阿古推動希臘化，猶太人分兩派，一派妥協，一派堅守信仰。 

a. 惡人被勾引：猶太人中有許多人在信仰和意志上不夠堅定，接受希臘化

思想，便受勾引，與安提阿古合作，做出許多違背聖約的事。 

b. 聖民受熬煉：猶太人中有許多人信心堅固，他們認識神，與神有親密的

關係。也是智慧人，敬畏神，謹守神的律法誡命，卻因而受逼迫，多人

死在刀下。神熬煉他們，使他們清淨潔白。末世聖徒也要如此受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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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盛極而衰亡〔但以理書 11:36-45〕 

王必任意而行。這王不僅指安提阿古四世，也是歷世歷代敵基督者的靈，和真正

在末世出現的敵基督。他們都有相同的特質，自高自大，任意而行，折磨聖民。 

1. 任意而行：無論權柄大或小，只要是敵基督的靈，就會自高自大，任意而行。 

a. 自高自大：這王自稱是神，超過所有的神，如末世的大罪人(帖後 2:3-4)。 

b. 褻瀆的話：他用奇異的話〔褻瀆神〕攻擊萬神之神〔耶和華(但 2:47)〕， 

這是小角所做的事(但 8:25)，也是末世的獸任意而行的作為(啟 13:5-6)。 

c. 行事亨通：當他行事順利，就任意而行(但 8:12; 24)。但不是無限止的，

而是到了定期，42個月〔1260日〕，主的忿怒〔審判〕必要臨到他。 

2. 面對諸神：這王不顧他列祖的神、婦女所羨慕的神〔可能指天后(耶 7:18)〕，

也不顧任何的神。顯示他妄尊自大，不尊重傳統，也不懼屬世或屬靈的權柄。 

a. 敬拜保障之神：保障 mauzym的意思是「力量、保護」，顯示他窮兵黷武，

迷信權力，用金銀財寶去供奉能給他權柄和力量的不知名的神。 

b. 倚靠外邦的神：這王雖不敬畏神，卻倚靠屬靈的權勢，去拜鬼魔(啟 13:4)，

靠這力量征服堅固的保障，迷惑普天下的人(帖後 2:9-10; 提前 4:1-3)。 

c. 賄賂跟從他的：凡承認他的，他就使他們得好處(啟 13:16-17)。安提阿古

四世善待聽他話的人，常用權勢和財寶攏絡迎合並跟從他的人。 

3. 四處征戰：這是末了的爭戰，各地都牽入其中。可指安提阿古四世死亡之前

所發動的爭戰，或指末世敵基督敗亡前的普世性的大戰(啟 20:7-10)。 

a. 安提阿古四世幾次與埃及爭戰都得勝，每次都經過榮美之地〔猶太地〕，

但他略過以東、摩押、亞捫，這些國向來與神的子民為敵。末世敵基督

要征服世界，必先進攻猶太地和耶路撒冷〔蒙愛的城(啟 20:9)〕。 

b. 安提阿古四世面對東方〔波斯〕和北方〔亞美尼亞〕的挑戰，這事使他

大發烈怒，想大開殺戒。魔鬼的末日臨近，就氣忿忿進入世界(啟 12:12)。 

4. 最後結局：歷史記載安提阿古四世在與波斯爭戰時，病逝在戰場上。 

a. 設立他的宮殿和帳幕在聖山和海中間：指耶路撒冷，位於錫安山，死海

和地中海間。如撒但設立帳幕在聚會的山上，終必墜落陰間(賽 14:13-15)。 

b. 必無人能幫助他：164 B.C.聖殿被猶太人奪回，潔淨之後不久，安提阿古

四世病逝於波斯的塔比。敵基督的也要敗亡，被扔在火湖裡(啟 19:20)。 

 

結論 

但以理書說到末世的預言，也說到三百多年後關乎聖民和耶路撒冷的政治演變，

許多細節描述得十分詳細，理性主義者不相信這是但以理寫的，認為這是在事件

發生之後所寫的。然而，這是聖經預言的原則，當先知說到較長時間才會應驗的

預言，有時也先預言近期內將發生的事作為兆頭，當近期內將發生的事應驗了，

先前說的預言也必應驗(王上 13:1-5, 32; 賽 7:7-17; 38:7-8; 太 24:1-3)。世俗史料

和次經中馬加比書的記載，印證但以理書的預言準確無誤。顯明神是歷史的主，

從創世到世界的末了，歷史的軌跡都在神的手中，也都要走向神所命定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