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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的话

随着主的日子越来越近，有关世界末日的传闻也
越来越多。历世历代以来，不少人都把《但以理
书》和《启示录》当作是两卷最重要的预言书，
力图揭开其神秘的面纱，挖出有关世界末日的奥
秘。由此，多少人耗尽精力想探求主耶稣再来的
时日，结果掉进了既害己又绊倒人的陷阱里，一
而再、再而三地遗羞了主的名。

实际上，与其说《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预
言书，倒不如说它们是培灵书。虽然这两卷书中，
的确隐藏了与末日有关的奥秘，但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从神的整体救赎蓝图及信徒成熟生命这
两个角度出发，才能认识这两卷书中重大启示的
真实含义。

有鉴于此，蒙神特别的怜悯和奇妙的安排，本出
版社出版了由罗徳丟撰写的《未来钻“实”记
（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探解》。此书以《荒
漠甘泉》的格式，使每天独立的信息短小精悍，
力求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和空间，但整合起来
又好像拼图那样自成一体。



此书以《圣经》原文为根基，至少综合采用了下
列七种现代研经工具：（1）原文编号新/旧约全
书，（2）新/旧约原文字典，（3）新/旧约原文
字系，（4）新/旧约原文经文汇编，（5）新/旧
约的英文对等译字，（6）新/旧约的原文文法分
析，（7）圣经中的数字与数根。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力求使此书的信息符合《圣经》的整体性、
不变性和无误性。

也许，本书的信息与你平时耳闻目睹的有很大的
反差。然而，倘若你能冷静、客观、谦卑地思考
一下，必可觉察到这些信息的字里行间，都流露
着圣灵对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怜悯的光照，拨动心
弦的感动及真实悔改的呼召。

在主耶稣即将降临的前夕，没有什么比正确认识
“十字架”与“千禧年”的关系——此一福音的
核心思想来得更重要了。

实际上，主耶稣会在什么时刻来，世界末日将是
哪一天，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清楚
地知道世界末日到来之时和之后，会有什么事情
必定发生；明确地认识主来之后，你将身处何方
——与神同在还是被抛进火湖？



此书系神道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未来信息丛书”
中的第二卷。现在我们正在做这整套丛书的英文
翻译工作。欢迎其他有感动和负担的人将其翻译
成中英文之外的语言。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盼望更多的人能尽快
读到这些书，得以造就基督徒成熟的生命，迎接
主耶稣的再来和祂要带进的千禧年。有意者，请
与我们联络。

神道出版社
2018年 9月 17日
TheoLogos.net

.

http://theologos.net/b5/zh/


《但以理书》探解

前言

1/01

《但以理书》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两种语言写
的，一共 12章。就内容看，基本可分为两大部
分。第 1-6章为第一部分——讲过去历史上的事；
第 7-12章为第二部分——讲未来，特别是与末
后有关的事。

其中就文字而言，第一部分只有第 1章是用希伯
来文写的，而其余的 2-6章都是用亚兰文写的；
第二部分只有第 7章是用亚兰文写的，而其余的
8-12章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这种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文字上的二分法，
是我们认识《但以理书》的一把钥匙。

从时间上而言，我们要明白的是，既不要把过去
的历史事实与未来的事件混在一起；又不要把它
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完全割断。因为，过去已经在



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可能成为未来将要发生之事
的预表。

从文字上而言，你可以把亚兰文视为“外邦人”
的语言；而把希伯来文当作属神子民的语言。当
圣经使用希伯来文（比如第 1章及 8-12章），
你就知道在这些章节里面出现的人，他们的属灵
状况不错，与神的关系密切，起码也是站在神这
一边的；当圣经使用亚兰文，你就知道在这些章
节里面出现的人，他们的属灵状况与前者大不一
样：要不是与神对抗，要不就是与神只不过建立
了外面“成功”的关系而已。哪怕此书的作者但
以理本人也不例外——只有从此一原则出发，才
能看到这一点，也才可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
里面的东西。

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但以理那三个不拜巴比
伦王之“金像”的朋友。然而，这又要求我们采
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了，因为这三个人所要
预表的，乃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三一神。

记住了此一重大的圣别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
看到，《启示录》中多次提到的不拜兽、不拜兽
像、不受兽印的“三不”生命标准，在《但以理
书》书中，都可以逐一看到它们之间的密切对应。



圣经上只有两卷书，它们的章数都是 12，一卷是
《传道书》，另一卷就是《但以理书》。数字 12
是代表最后完全的数字，可是，这两卷与 12挂
上钩的书卷，却被人非难最多，前人在为圣经的
书卷“验明正身”时，这两卷书曾经差一点被从
66卷的“正经”中给踢出去。

可见，与最后的完全连在一起的东西，并不见得
就容易被人所接受——反而是越完全就越难受到
人的认同。也许，这正是我们不容易理解，甚至
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但以理书》的原因所在。

愿以下对《但以理书》的解读，能为你带来一种
活泼、新鲜的思路。



但以理第一章

1/02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
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但 1:8）

《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恰好就是针对《启示
录》中所提到的“三不”——不拜兽、不拜兽像、
不受兽印。而其中的第一不，乃是针对“不拜
兽”而言的。

一开始，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混乱的局面：在
巴比伦的示拿地，尼布甲尼撒把他从耶路撒冷圣
殿拿来的器皿，“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
库中”，真真假假、鱼目混珠地交织在一起。

当但以理等少年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尼布甲尼
撒一心想“同化”这些犹太人，就“派定将自己
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
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但 1:5）

但以理及他的三位朋友主动分别为圣，不容王的
饮食玷污自己，你可不要以为那是人容易做到的
事。因为，一是在“硬”的方面看，他们要顶住
来自上面的强硬压力——万一王知道了此事发起
怒来，那可是杀头之罪。

二是在“软”的方面，他们要战胜肉体情欲的试
探：长期吃素菜、喝清水地过日子，就不怕营养
不良吗？——这正是撒旦的悄悄话和枕边风。

何况，那膳和酒原是王所享用的，可能外人想都
不敢想，求都求不来。这就好比有个国家元首给
你发来赴宴的请帖，你会轻易拒绝吗？

1/03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但 1:9）

在神恩典的怜悯下，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分别
为圣的愿望，最后终于得到了实现。



你可不要小看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此一不吃王
饭，不喝王酒的行动。实际上，他们坚持与巴比
伦王有别，不向他屈服认同的所作所为，其实质
就是《启示录》中所提到的“三不”中的第一不，
即“不拜兽”。

就信徒而言，当你信耶稣，被他从世人中分别出
来之时，就进入了“不拜兽”的行列，进入了神
的生命册之中。但以理与他的三位朋友，最终能
够成为“不拜兽”的人，是“神使但以理在太监
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的结果。

用《启示录》上的话，反说“不拜兽”的事，就
是“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
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它（注：指上文
中多次题到的“兽”）”（启 13:8）。这足证但
以理与他的三位朋友，都是名字早已记在被杀羔
羊生命册上的人。

1/04

“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学问原
文作智慧〕，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
各样的异像和梦兆。”（但 1:17）



这节圣经所提到的“文字”，在原文字典中，它
的对等译字是“数字”。这似乎在暗示我们，在
末后的日子里，“数字”会成为神给予人类的一
种特别恩赐。

远的不说，光看目前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用最
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已经进入了前所未闻的
数字时代。因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地球的环境和
人的生活，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圣经的探讨，随着人类迈进数字时代，也出现
了许多新的信息，特别是在数字解经方面，圣灵
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窗口。

以上这节圣经中的另外一个词——“知识”，其
含义是“考虑周祥、谨慎”。它则从另外一个层
面告诉我们，不管你有什么新的看见，都必须从
周祥、谨慎的角度加以考虑，不要自以为是。

听的人需要谨慎，讲的人也要谨慎，特别是如果
你有了像但以理那样从神而来，“明白各样的异
像和梦兆”的恩赐，更应当谨慎，不要被撒旦迷
惑走上假基督，甚至假先知的路。



但以理第二章

1/05

“王回答迦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
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
屋必成为粪堆。”（但 2:5）

巴比伦王作了一个梦，自己把梦的内容给忘了，
但却要迦勒底人的术士为之解梦，并强调说这个
梦是确实的。人若解不开这个梦的话，就非死不
可。甚至还要杀绝巴比伦的所有哲士，连同但以
理和他的同伴也不能幸免。

当你看到这里，面对着巴比伦王近乎无理取闹的
态度，心里是怎么想的？

也许，这可以说是末后福音传扬的生动写照。福
音的真实性就像巴比伦王所确认的，一点也不假。
但是太多的人就像他一样，由于现实生活与福音
中有关人类复活的核心信息相差太远了，所以人
听后就全忘了；而不少传福音的人则像解梦的迦



勒底人，自己也不知道真正的福音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要不就乱讲一通，要不就根本无话可言。

只有像但以理那样的人，真正从神那里得到了智
慧的启示，才得以将福音的真正内涵为人解开，
不至于“家破人亡”地害死一大片的人。

1/06

“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
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
（但 2:32-33）

但以理为巴比伦王解梦时，指出他所梦见的，乃
是一个如以上经文所讲的“大像”。站在今天的
角度，根据以往的历史，我们不难理解，那金头、
银胸膛和膀臂、铜肚腹和腰、及铁腿各是指着巴
比伦、玛代波斯、希腊、罗马这四个帝国说的。

至于那半铁半泥的脚，则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后，在地球上逐渐形成的“半铁半泥”的两大阵
营——即推行“铁幕”政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
推行民主政策的资本主义阵营。



当这两大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分崩离析的时候，
历史就进入了但以理所预言的半铁半泥“脚趾
头”的时代——也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

这一个时代的特点是“铁与泥搀杂，那国民也必
与各种人搀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
能相合一样。”（但 2:43）

这不正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情形吗？搞独裁的，闹
民主的，彼此都混到了一起。表面上地球村里的
人来来往往，骨子里却互相勾心斗角，你欺我诈，
恨不得把对方一口吃掉而后快。

但是，这种情形也维持不了多久，因为，一旦历
史走到了“脚趾头”，离这个“大像”被“非人
手凿出来的石头”打碎的时刻，还会远吗？

1/07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
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
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 2:44）

这段所描述的，指的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时，将



要给人类带来的千禧年国度的情形。

这一个“永不败坏”国度的到来，是“要打碎灭
绝那一切国”的。换句话说，这是神自己完全掌
权的国度，人只有彻底顺服的份。

从灵意结合数字解经的角度而言，但以理所看见
的大像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精金的头是
像征圣父的荣耀，银的胸膛和膀臂像征圣子的救
赎，如铜的第三国可以视为圣灵从天而降带来的
审判，为的是洁净信徒；

而如铁的第四国则预表主耶稣升天以后，约两千
年来，以东、西罗马帝国为主体的人类历史。神
在受造者之中，拣选了一批胜过了魔鬼的试探、
有着主耶稣一样生命的圣徒，当主耶稣第二次降
临的时候，将与主一起在千年国度中作王、掌权。

有了这样的概念，你再读与人类历史连在一起的
《但以理书》，就不会觉得杂乱而摸不到边了。

.



但以理第三章

1/08

“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
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
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
中。”（但 3:5-6）

第三章讲的，显然跟《启示录》所提到的“三
不”中的第二个不——“不拜兽像”有关。所以，
借着这一章所揭露的事实，对于活在末后的人，
如何深刻认识拜兽像的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我们接触了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尼
布甲尼撒王是在各种人为的乐器声中叫人拜像的。
也就是说，人若喜欢安逸逍遥、飘飘然的生活，
追求名利和地位，必定自然而然地落到拜像的行
列。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不必用你的眼睛去看，
而是让你的耳朵去听。换言之，只要你听兽的话
就行了。



而且，你所听到的，既不是短兵相接的嘶杀声，
也不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而是“角、笛、琵琶、
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柔和而顺耳，
谁都不会把之与地狱、火湖一类的可怕景况连在
一起。所以，才造成未来许多人，就死在欢声笑
语的悲剧之中。

原文字典指出，“兽像”的“像“，它的字源与
“软弱、让步”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人之所以
会拜兽像，是因为人性的软弱，受不了钱财、物
质、名利、地位等等的诱惑，所以最后不得不
“让步”，走进了拜兽像的行列。

若你不“让步“，不希罕世上所谓的荣华富贵，
愿意撇下一切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则必定
会面临被扔进火窑中的考验。

1/09

“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
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
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
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但 3:15）



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宁可被扔进火窑，也不遵王
命的时候，尼布甲尼撒说了以上的话。

从这里的“再听见”，我们应该领会到，拜兽像
并非限于某种一次性的动作，而是在末后神所命
定的特别时期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过程。

当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三个人，开始不愿意
拜像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并没有马上就把他们扔
进火窑里，而是再给他们一次“却还可以”选择
的机会。

末后的信徒，也势必遇见如此的试探。也许，人
开始能抵挡撒旦的试探，却不见得能持续抵挡下
去。

若你立定心志不拜兽像，那么，就必须先作好进
“火窑”的思想准备。实际上，但以理的三位朋
友，早就做好了哪怕神不出手相救，也视死如归
的打算。所以，他们才敢对尼布甲尼撒说，“即
或不然，王阿，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 3:18）

置于死地而后生，是每一个不拜兽像之人的必经



之路，也是在无所畏惧的坦然之中蒙神保守的前
提。

1/10

“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得拉、米煞、
亚伯尼歌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
加七倍。”（但 3:19）

当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不向巴比伦王屈服的
时候，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马上变了脸。不要忘
记这场“比寻常更加七倍”的火，是与数字 7连
在一起的。它提醒我们这是人类要跨进由 7所代
表的千禧年时，必将会碰到的事。

结果，讽刺的事实是，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
三个人还没有被扔进火窑，那抬他们人却先被火
烧死了。“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得
拉、米煞、亚伯尼歌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但
3:22）

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这比寻常加七倍的火，是如
何的一种火，居然能让抬沙得拉、米煞、亚伯尼
歌的人，在身体还未曾接触窑里的火时，就已经



被烧死了。

显然，这要摸到其中的灵意，才能理解其中的含
义。

这里的“烈火”，它的字源来自“发光、闪耀”，
明显地与抬高自己，当众眩耀的心态有关。当年
拜尼布甲尼撒所造之金像的人是如此，末后拜兽
像的人也是如此。

这种叫人气焰嚣张的傲火，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器。
特别是到了人类很快就要进入千禧年的前夕，更
达到了史无前例到处泛滥，登峰造极的地步。以
至于，人还没碰到窑里的火就被烧死了。

至此，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沙得拉、米煞、亚伯尼
歌三个人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所事奉的神，能
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阿，他也必救我
们脱离你的手。”（但 3:17）倘若他们不先从
“发光”的火中被神救出来，就无法逃脱巴比伦
王的手。因为，外面看得见的“发光”之火，与
里面看不见的高傲之灵，经常是狼狈为奸地走在
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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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
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
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但 3:27）

照原文字典的解释，这节经文的内涵可以这样理
解：这三个人之所以得到主的保守，是因为从神
那里得到了不会改变的权柄。而他们获得此一权
柄的原因，在于头顶不“发光”，身上不“闪
亮”，没有一点趾高气扬的气味。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从火窑出来后，这三个人
就隐姓埋名，不见踪影了。

神的自隐性是人最无法理解的奥秘，这三个预表
三一神的人，让我们看到：越是人想不到，摸不
着的地方，越是神的能力储藏和发出的泉源。人
不“闪亮“，神才能发光。明白了这一点，你才
算看过了这个“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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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
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
的一切哲士。”（但 2:48）

“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臬司、藩司、谋士、
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
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
的像前。”（但 3:3）

当我们看完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三个
人的故事，回过头来再看看但以理。相信，不少
人的心中都曾想过，当尼布甲尼撒王命令他的大
小官员，都要在像前站立时，但以理身处何方呢？

当但以理出色地为尼布甲尼撒解了梦之后，他被
提升为“总理”，按原文的意思，这“总理”就
是指“大钦差”。

当尼布甲尼撒王要为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时，按
理说，既然所有的“钦差”都被列在拜像名单之
中，官级高至“大钦差”的但以理岂能置身于度



外？但是，圣经对此又不明言，这显然就隐藏了
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属灵奥秘。

圣经让我们看到，但以理为巴比伦王成功解梦之
后，“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
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但
2:46）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是与他把但以理当成神拜的行为有关的。特别是，
尼布甲尼撒王所造的金像，“高六十肘，宽六
肘”。66是一个代表完全的数字，就像整本《圣
经》共有 66卷一样。这样一个完全的数字竟然跟
兽像连在一起，就更令人怀疑当时的但以理，是
否成了这场属灵争战的俘虏。

不难想到，在这样严峻的试探面前，别说但以理
当年只是个刚出茅芦的年青人，就算是久经沙场
的神的老仆人，也不见得灵里就能看得透、站得
稳，不会受到巴比伦王表面的造作所迷惑，把挂
着神招牌的虚荣留给自己。

圣经让我们看到，在第一章当但以理与他的三个
朋友一起吃素菜，喝白水，以及同心祷告寻求神



对解梦的启示时，他们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和纯
洁；纵然，但以理功成名就之后，看来他并没有
忘记三个朋友的好处，所以“但以理求王，王就
派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
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

然而，细细品味这后来的描述，你可以觉察到，
这与起初的求不吃王膳，不喝王酒，两者之间有
了多大的差距？

所以，但以理不必人站立于像的面前，心却可以
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飘然自喜中，不知不觉
地被巴比伦王所收买。

当一个人里边已经与兽妥协的时候，外边是否有
拜兽像的动作，都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神是
参透人心肺腑的，也教导我们不要凭外边的假像
认人。

难得的是，当巴比伦王“变了脸色”的时候，哈
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三个人，既没有向巴
比伦王屈服，也没有因为与但以理有着特殊的关
系，就“让步”去出卖“不拜兽、不拜兽像”的
原则。



对神始终抱敬畏不变之心，谦卑虚己是不败、不
死的根基；小心功成名就之际，才是兽发动进攻，
要人拜兽像的时刻。

1/13

“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
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
的。”（结 14:14）

圣经引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为我们的榜样，
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而是让我们看到，在圣灵
的带领下，我们可以借着悔改，跨越软弱、错误、
失败，不断地进入完全。

挪亚、约伯都是神眼中的义人，但他们也都软弱、
失败过——挪亚醉过酒；约伯落在频频的试探中，
离不开心里不解，口里不服的状态。

可能，圣经把但以理的名字与他们放在一起，也
是在暗示我们，但以理也曾软弱过，但这并不妨
碍他最后成为神所悦纳的义人。

“但以理”一名的意思是“神的审判”。我们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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