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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困境中的盼望 

上一章的末段天使向但以理透露，將來敵基督將會對猶太人進行嚴厲的迫害：「王必任意

而行，自高自大，超過所有的神，又用奇異的話攻擊萬神之神」（11：36）。又預言敵基

督將會在聖地設立他的大本營 -- 「他必在海和榮美的聖山中間設立他如宮殿的帳幕」。

本章前面三節預言，在猶太人最艱難的時候，天使長米迦勒將保護和拯救他們，他們的苦

難只限於七年大災難的後三年半，在大災難中許多猶太人會得救，因此他們可以在苦難中

仍然滿懷盼望。 

A. 災難中的祝福 (v.1-4) 

2:1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原文是大君）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艱難，

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 

12:2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 

12:3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12:4 但以理啊，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或譯：切

心研究），知識就必增長。」 

• v.1艱難中的保佑--「那時」是指哪一段時間？很明顯這裡指的時間是大災難的後三

年半。第11章末段預言敵基督將會為猶太人帶來大災難，但天使長米迦勒是神派來

保護猶太人的，他到時會「站起來」，即「興起對抗」和「保護」的意思。 

米迦勒（Michael）意即「他像神」(who is like God) 的意思，是管理天軍的

天使長，可稱之為「武天使長」，與負責傳話的「文天使長」加百列同為天

使的領袖。舊約聖經首次提及米迦勒就是在但以理書10：13，之後在10：21

、12：1節再提及他，並說他負責保護猶太人。 

到了新約，猶大書9節提到過去「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

；到啟示錄再提到米迦勒，說將來大災難結束前「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

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同牠的使者去爭戰」（啟12：7）米迦勒與魔

鬼作戰，戰情激烈，結果他打敗魔鬼，魔鬼由空中被摔在地上。 

• v.1重申將來的大災難是「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主耶穌在橄欖山

講話中也提到「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也必沒有。」（太24：21） 

 

o 舊約聖經多處預言，將來猶太人要面對重大的災難，並且由但以理獲

啟示是七年期，至今雖然猶太人已經面對幾千的苦難，但仍未到七年

的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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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但9：24-27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一七之

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

行毀壞可憎的〔或作使地荒涼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

壞的身上、〔或作傾在那荒涼之地〕直到所定的結局。 

 

o 耶30：7 哀哉、那日為大、無日可比、這是雅各遭難(Jacob’s 

Trouble)的時候、但他必被救出來。 

 

o 賽34：2 因為耶和華向萬國發忿恨、向他們的全軍發烈怒、將他們滅

盡、交出他們受殺戮。 

 

o 新約記載大災難最詳盡當然是啟示錄第6-19章，但主耶穌在地上最後

的星期三，在橄欖山上回答門徒「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

呢？」他便描述大災難的情況，記載在太24、路21和可13，可以與啟

6互相對照。 

 

o 大災難主要為猶太人而設，「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9：24

），耶利米先知用「雅各遭難」（雅各亦名以色列），而主耶穌在預

言大災難時提到安息日，這都是指出大災難乃主要為猶太人，為了要

懲罰他們的不信，更為了拯救在大災難中願意信主的人。因此天使在

v.1向但以理保證：「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

」 

 

o 假如大災難主要是為了懲罰和拯救猶太人，教會是沒有必要留在大災

難中，教會在災前被提也變得合理了。 

 

• v.1說「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所以並非所有猶太人都得救。保羅在羅

馬書11：26說「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不能夠被解釋說「將來猶太人不

論信與不信都得救」。 

 

• 啟示錄第十二章記載了神在大災難當中保守部分以色列人不被敵基督侵害：「

婦人(代表以色列)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 神給她預備的地方，使她被養活一

千二百六十天。(啟12:6) 「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叫她能飛到曠野，到

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裡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啟12:14) 

 

• v.2復活的盼望 -- 「復醒」當然是指身體復活，「多人復醒」的意思並非多數人

會復活，小數人不會復活，而是指「所有人」的意思， 

 



 

3 
 

o 原來所有人（不論是否基督徒）將來都會復活，只不過有兩個不同的結

果：「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 

 

o 保羅告訴我們：…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林前15：23）更詳細一點

復活的次序如下： 

 

1. 主耶穌（初熟的果子） 

2. 某些舊約信徒在主耶穌在十字架斷氣時復活（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

的身體多有起來的。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裡出來，進了聖城

，向許多人顯現。馬太27：50-53） 

3. 在基督裡（教會時代）睡了的信徒（帖前4：13-18）時間：大災難前 

4. 二位見證人復活，時間：大災難中（啟11：11-12） 

5. 災難中死去的信徒，時間：大災難後主回到地上（啟20：4-6） 

6. 舊約得救的信徒，時間：大災難後主回到地上（但12：2，賽26：19

） 

7. 千禧年中去世的信徒，時間：千禧年結束時 

（以上統稱為頭一次復活，啟20：5，6） 

8. 新舊約的不信者與作惡者，時間：千禧年後（啟20：11-15） 

 

• v.3中提到兩種人將來會得到神所賜的榮耀，第一種是智慧人，這當然不是指屬

世的智慧，乃是指認識真神(特別是在大災難當中沒有受到敵基督蒙蔽的人)，

他們的榮耀好像天上發出的光輝. 第二種是使多人歸義的，這些是傳福音的人，

即使在大災難當中也照樣將福音傳開，這些人也是象星光一般榮耀，這兩種的

榮耀都是永存的。 

 

• v.4天使的講話到此結束，他吩咐但以理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v.9重復這

話），這並不是要但以你將這些預言保密和收藏起來，畢竟神要但以理將這些

預言記下來，讓歷代的信徒可以傳閱，「隱藏」的意思是慎重收藏不要丟失，

「封閉」的意思是保留原狀不被改動。 

 

• v.4天使預言在「末時」（其時間性應該與v.1「那時」指同一或相近的時間，亦

即七年大災難中）。都是許多人為了要明白大災難的意義和結果，會非常努力

地研究這些有關於大災難的預言，「來回奔跑」亦可以譯作「盡心竭力去研究

」，結果就是這些人從預言當中明白神的心意，以致在大災難中也不失去盼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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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河邊兩人對話（v.5-7） 

12:5我─但以理觀看，見另有兩個人站立：一個在河這邊，一個在河那邊。 

12:6有一個問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細麻衣的說：「這奇異的事到幾時才應驗呢？」 

12:7我聽見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細麻衣的，向天舉起左右手，指著活到永遠的主起

誓說：「要到一載、二載、半載，打破聖民權力的時候，這一切事就都應驗了。」 

• 這段經文最大的問題是誰是這兩人，聖經學者幾乎沒有人認為他們真的是兩個

人，他們當中詢問的那一位一定是天使，正如我曾指出彼得前書說先知得了啟

示後詳細察看想明白預言是指甚麼，連天使都好奇想知道（「天使也願意詳細

察看這些事」。彼前1：12）問題是答的那一位是誰？由於他身穿細蔴衣，有些

解經家說他是道成肉身前的主耶穌，但我覺得這個裡與第10章那一位「身穿細

麻衣，腰束烏法精金帶。他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

如光明的銅，說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的未必是同一人，他有可能只是一

位天使。但普通天使如何能夠權威性地給予v.7中的答案？ 

 

• 天使問的是大災難與敵基督最終被擊敗何時發生，另外的「天使」說是三年半

，就是大災難的後半部。他也說那時會「打破聖民權力」，七十士譯本作「聖

民力量的破壞者」。瑪所拉經文的含意是「當神的百姓力量、權勢被粉碎的時

候」。 

 

C. 但以理與天使的最後對話（v.8-13） 

12:8我聽見這話，卻不明白，就說：「我主啊，這些事的結局是怎樣呢？」 

12:9他說：「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直到末時。 

12:10必有許多人使自己清淨潔白，且被熬煉；但惡人仍必行惡，一切惡人都不明

白，惟獨智慧人能明白。 

12:11從除掉常獻的燔祭，並設立那行毀壞可憎之物的時候，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

。 

12:12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為有福。 

12:13「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

」             

 

• v.8 但以理不明白兩位天使的對話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天使們是在討論七年大災

難中的後三年半，但以理知道將有大患難在前面，但細節他是不知道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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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問這些事的結局是怎樣呢？這個問題一般人都會問的，因為人都想預知未來

會發生的事，但上帝只有給我們知道一部分將來必成的事，他沒有告訴我們的

我們便不需要去猜測或知道。申命記29:29— 

 

o 「隱祕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 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

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 

 

• v.10 天使是說即使在大災難當中亦不是每一個人都信靠上帝，大災難時猶太人

接觸到福音，有許多人歸主，所以這些人的罪被除去成為清淨潔白，他們在大

災難當中受到熬煉生命得以成長，並且明白聖經真理。但在大災難當中亦都有

人硬心不肯悔改，天使形容為「惡人仍必行惡，一切惡人都不明白」，所以大

災難當中有許多人(特別是猶太人)得救，但亦有人不肯接受福音的。 

 

• v.11-12天使告訴但以理的兩個日子很難理解，因為三年半是1260日(啟11:3, 12:6)

，如今天使告訴但以理第一個數字卻是1290日，多出了30天，然後第二個數字

1335是加了45天，為什麼有多30天，然後再等待45天就有福呢？解經家有不同

的解釋，有些是用一個歷史角度來解釋，說這些日子是以前安提亞古四世沾污

聖殿的時間，但既然最後這個預言是有關乎末時（即大災難時期），沒有理由

是指向主前第三世紀安提亞古時期。以末世預言方式來解釋，30天可能是大災

難與千禧年之間的時間，就是馬太福音第25章講到大災難之後主耶穌要將綿羊

與山羊分開，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

別綿羊山羊一般」(太25:32)，但為什麼30天之後還要等45天才有福，聖經沒有

明確解釋。   

 

• v.13 雖然天使說但以理不必理解預言（先知的職責只是記錄下來），但天使在

這裡告訴但以理二件事： 

 

1. 他應該繼續他的工作服事，中文翻譯（「你且去等候結局」）有點要但

以理去等待離世的意思， 但原文其實是鼓勵但以理繼續如常工作生活直

到離世（go your way till the end, NIV），即我們研讀末世預言並不等於我

們停止工作，反而是我們更努力服事，過得勝的生活預備見主。 

 

2. 雖然他必先安歇（離世），但到了末期（大災難結束後）他將會復活，

並且「享受福份」。當時但以理已經接近90歲，他的責任已經接近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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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神透過但以理，讓我們看到一個人如何在困境中脫穎而出,，成為毫不平凡的人，

一生地上帝所重用，成為他人的祝福。上帝亦將重要的預言交託但以理記下來，讓

猶太人知道上帝並沒有離棄他們，雖然他們前面還要經過極大的災難，但他們最終

會獲得拯救。我相信將來在大災難中的猶太人會查考但以理書和另外先知書，並且

許多猶太人會終於認識彌賽亞。撒迦利亞先知預言說：「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

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

，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撒迦利亞書 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