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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王之爭（但以理十一章 5-35 節） 

但以理書第十一章的預言只集中談及亞歷山大帝國被瓜分後其中兩國的事，就是在巴勒斯坦以

北的敘利亞西流基王朝（北方王）與南面的埃及多利買王朝（南方王）。 

 

 

南方王 北方王  

多利買一世（323-285 B.C.）（十一 5）  西流基一世（312-280 B.C.） 

他本是多利買的將領，後來自立為王（十一

5）  

 

 安提阿古一世（280-261 B.C.）  

 

多利買二世（285-246 B.C.） 

他將女兒百尼基（Bernice）嫁給北方王安提阿

古二世，企圖藉著通婚，透過女兒控制西流基

王朝（十一 6）。  

安提阿古二世（261-246 B.C.） 

他廢了皇后，娶百尼基為妻，成婚三年後。

嫉妒成恨的前皇后拉奧迪斯不單殺了百尼

基，更將她的丈夫安提阿古二世殺掉，立自

己的兒子為王（十一 6）。  

 

多利買三世（246-221 B.C.） 

多利買三世是百尼基的弟弟，他得悉姊姊的死

訊，故發動復仇戰爭，揮軍入侵敘利亞，大大

得勝（十一 7-8）。  

西流基二世（246-226 B.C.） 

他不甘戰敗，發動反擊，可惜並未成功，被

迫折返（十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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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買四世（Philopator, 221-203 B.C.） 

南方王擊敗入侵的北方王後，恃勝生驕，並未

乘勝追擊，反而班師回朝，沉醉在奢華宴樂之

中，引起百姓大大不滿，致令他的名聲低落（十

一 12）。  

西流基三世（226-223 B.C.） 

安提阿古三世（223-187 B.C.） 

他倆是兄弟，可惜西流基三世戰死沙場，故

在位日子甚短，由其弟繼承王位，被稱為安

提阿古大帝（十一 10）。 

公元前 217 年，安提阿古三世揮軍攻打南方

王，可惜戰敗（十一 10-11）。 

 

多利買五世（203-181 B.C.） 

他是新王，年幼登基。 

在南北王戰爭中，南方王戰敗（十一 15-16）。  

安提阿古三世趁多利買四世駕崩及兒子年

幼登基，且與上次戰敗相隔 14 年，實力已

恢復，又再揮軍決戰南方王（十一 13）。 

有些背道的猶太人幫助北方王（十一 14）。 

安提阿古三世將女兒克麗奧珮他（Cleopatra）

嫁給南方王，希望藉此控制埃及的政權。但

女兒沒有聽從父計，反助南方王，成為他的

賢內助（十一 17）。 

北方王發動奪取愛琴海眾海島的計劃，希望

將勢力擴展至地中海沿岸。公元前 190 年，

羅馬史奇彪（Lucius Scipio Asiatius）將軍打

敗安提阿古三世。他被逼與羅馬簽定和約，

割地賠款。他的埃及計劃及愛琴海計劃皆告

失敗，羞愧回國，後來被行刺而死（十一

18-19）。  

 

 西流基四世（187-175 B.C.） 

因先王被羅馬戰敗，須賠款。故他徵收重

稅，派遣首相希里多魯斯（Heliodorus）通行

全國辦理這事，後被毒死（十一 20）。  

 

 安提阿古四世（175-164 B.C.） 

（敵基督的預表） 

王位原不是由他繼承，本應有兩位繼承人，

一是底米特斯蘇他（Demetrius Soter），但他

被囚於羅馬作人質；二是西流基四世之子，

惟他當時只是嬰孩。安提阿古伊皮法尼則是

王叔，乃先王之弟，他以權術得國（十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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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買六世（181-146 B.C.） 

南方王因陣中有內奸出賣而戰敗（十一 25-26）。 

南方王與北方王（安提阿古四世）彼此有親戚

關係（甥舅），因為南方王的母后克麗奧珮正是

北方王的姊妹。  

安提阿古四世揮軍南下攻打埃及（十一 25）。  

 

南方王戰敗後，埃及人在亞歷山大城立他的兄

弟為新君主。  

安提阿古四世與南方王同席會議，他欲藉舊

王對付新王。他揮軍進攻新王，惜戰敗被逼

折返，帶走財寶而還（十一 27）。  

 

 他返回敘利亞，路經巴勒斯坦（十一 28）。 

因猶太地有反北方王的騷亂，且他在埃及失

意，故發洩怒氣，擄掠聖殿許多寶貴財寶，

又屠殺數萬猶太人，並將幾萬名猶太人擄

走，售為奴隸（十一 28）。  

 

多利買六世（舊王）與新王組織聯合政府，一

同齊心對抗北方王  

公元前 168 年，安提阿古四世再度揮軍南下

埃及（十一 29）。 

羅馬人出面干涉，禁止他南侵埃及。當時羅

馬正不斷強盛，強敵當前，又曾被羅馬戰

敗，北方王無奈撤軍，無功而還（十一 30）。 

他在烈怒與沮喪中折回中東，在猶太地強迫

猶太人背道，改信希臘的宗教，且大肆逼迫

猶太人，禁止獻祭。他更在聖殿的壇上宰了

豬，將豬血灑在聖殿裡，污穢聖殿，並在聖

殿內設了猶比特奧林比亞雕像（十一 31）。  

 

 那時，猶太小鎮中一位年老祭司馬塔太斯和

他五個兒子一同拒絕向希臘的神獻祭，殺死

了安提阿古四世的代表使臣，還呼籲猶太人

投入參加反北方王的行列，此舉得到很多猶

太人嚮應。翌年馬塔太斯病逝，他的兒子猶

太繼續領導這運動，他被稱為馬加比，意謂

「錘子」，故後人稱是次起義為「馬加比革

命」。終於成功擊退敘利亞軍，於公元前 165

年 12 月 25 日收復耶路撒冷，潔淨了被偶像

污穢了的聖殿，並連續多天舉行慶祝聖殿重

新供奉的隆重典禮，這就是猶太人修殿節的

起源（參約十 22），且建立了馬加比王朝。

後來王朝被羅馬所征服（十一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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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十一章已應驗的預言 

本章第一部分（但十一 1-35）所記載的特別是環繞南北王之爭與安提阿古四世的事蹟，當中有

不少於 30 個歷史見證為真實已應驗的預言（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上所述之〈南北王之爭〉）： 

1. 波斯三王的興起（參但十一 2） 

2. 波斯第四王的富足與攻擊希臘（參但十一 2） 

3. 亞歷山大帝的興起與早逝（參但十一 3-4） 

4. 亞歷山大帝國的瓜分（參但十一 4） 

5. 南北王之爭（參但十一 5-19） 

6. 安提阿古四世之得勢、入侵埃及、逼害猶太人與敗亡（參但十一 21-35） 

7. 馬加比革命（參但十一 32） 

8. 馬加比王朝的敗亡（參但十一 33） 

但以理書第十一章將應驗的預言 

第二部分預言（但十一 36-45）記載了七年災難的事蹟、敵基督的所作所為與至終敗亡，本段可

與其他經節對照而讀（參帖後二、啟十三）。 

在一切爭戰與艱難的日子中，神的子民當因認識神剛強行事，至死忠心（參但十一 32-33）。 

 

但以理書第十一章預言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