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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L. Callen, Authentic Spirituality: Moving beyond Religio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1. 271pp. 
卡倫著。《真正的屬靈操練》 ° 271頁。 

作者寫書目的是要探討基督徒屬靈操練的獨特意義，幫助人離開只有敬虔 

外貌的境況，實踐有敬虔實質的生命。本書的對象有兩類：其一為追求屬靈生 

命進深的信徒，這書為他們提供屬靈操練的資源及指引；其二為探求基督徒屬 

靈操練的神學和歷史資源的神學生，這書為他們提供學術鑽研的機會。也讓兩 

類對象踏上與神同行之旅，屬靈生命得到聖靈轉化。 

本書分為四部分。在引言部分先探討真正的基督徒屬靈操練的基本定義和 

方向。然後在第一章討論基督徒屬靈操練的神學基礎一權能的神因著愛，降 

卑接觸失喪的人。二至七章按著基督徒屬靈操練的範圍作討論，包括神接觸人 

(God reaches)；神施恩拯救，行奇異的恩典（God graces)；神接納信徒為兒女 

(God adopts)；神光照讓信徒認識祂（God illumines)；神給予能力恩賜（God 
gifts)；神在日常生活中指引路途，管理生活（God guides)；神保證信徒永遠與 

祂結連’給予他們真實的希望等（God assures)； 後，第八章是實踐的途徑。 

作者從第二至七章，以聖經、基督教年曆、六個屬靈傳統，及使徒信經四個神 

學資源，及在 後一章的成聖實踐途徑，說明甚麼才是基督信仰，及如何作真 

門徒。 

究竟怎樣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甚麼是與聖靈同行之旅？如何才是真正的基 

督徒屬靈操練？作者的答案是：認識聖父聖子’藉聖靈的大能，與基督同死、 

同葬、同復活’並得著屬靈的生命°人必須經歷神在基督裡的恩典’才可以明 

白關於神在基督裡的教義°誠然，基督徒是踏上與聖靈同行之旅’走基督走過 

的道路’因而生命得著轉化，有基督成形在他們心裡’使他們變為真正的門 

徒，被引導到父神那裡。 

屬靈操練建基於三件事情：第一 ’人被造時是按著神的形象，所以人能夠 

與神團契；第二，基督徒的屬靈操練，是藉聖靈經歷神在基督裡’並對這些經 

歷的反思；第三’神學語言就是經歷神的反思”本書強調經歷’旨在指示道 

路’而這條道路是以基督為中心（Christ-centered)和藉著聖靈的大能（Spirit-
driven) ’ 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一神所參與的（leading to the Father through the 
Son by way of the Spirit) ° 而啟示的道(revealed Word)和啟示的靈(revealing 
Spirit)在基督徒信仰生命的建造上是必需的°叫信徒從沒有生氣的規範中轉向 

真實的、著重心靈的基督信仰’是以聖經為本，靠聖靈活出來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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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基督徒屬靈操練的神學基礎，就是權能的神因著愛，降卑接觸失喪 

的人。從創造到救贖，神就不斷在人類歷史裡工作，留下痕跡。當人類墮落 

後，無法親近神，神就差派基督降世為人，直接向世人啟示祂自己和祂的工 

作，不然，人就沒有可能親近神，認識神，並作出回應。因此，基督徒的屬靈 

操練需要藉著祈求，以致能有屬靈的眼光看世事，認識神的工作，按著神的旨 

意順服祂。 

作者提出信仰與世界（基督與文化）的多種關係：包括基督信仰受著世界 

影響，被世界重新塑造、更改（Christ of culture)；基督徒以基督信仰是超越世 

界文化的（Christ above culture)；基督徒以基督信仰改造世界（Christ 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信仰似含有矛盾，但卻是正確的（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基督徒因著信仰與世界對立（Christ against culture)等。作者毫不含 

糊地拒絕基督信仰隨著世界轉變的意念和情況，因信仰若受文化影響，就會表 

面化’甚至被更改及重新塑造。這樣’信仰是被世界塑造，而不是塑造世界。 

作者從基督徒屬靈操練的不同範圍討論其神學實踐途徑。首先，作者從聖 

經裡選取一些文字和教導來討論’聖經語言（名詞和動詞）包括、 

hyperbole �huiothesis �epiginosko �kosmeo ，S. hypomeno , 
聖靈的工作下，經歷神的同在和呼召’生命轉變、屬於神、認識神和活出祂的 

教導，這種親密的關係得到聖靈的確定，是直到永遠的。 

第二 ’作者從基督教年曆來思想基督的工作。在基督降臨節和聖誕節’基 

督徒思想神的來世°基督降生為人，來到世間，與我們同在；祂升天後，又有 

聖靈作為保惠師在被召的人旁邊。在大齋期和復活節’基督徒思想基督自我犧 

牲的十字架之旅’這旅程讓蒙恩得救的罪人加入’叫他們經驗耶穌基督復活的 

大能°在五旬節’聖靈使復活的基督常與教會同在’又幫助教會認識聖經’順 

服神的話。在平常的時間’教會繼續慶祝神統治的來臨。在基督降臨節’教會 

再思想基督將要再來。教會按著這個循環’思想歷史的演進，盼望終局的來 

臨’加強信徒對歷史信仰的真實了解。 

第三’作者從福音傳統、默觀傳統、靈恩傳統、聖潔傳統、道成肉身傳 

統’和社會公義傳統來逐一討論：（1)神的臨到和傳福音；神呼召了基督徒成 

為呼召別人的人。(2)基督徒與神作個人接觸’藉祈禱與神契合；追求成聖’ 

順服權能神的旨意° (3)基督徒與神建立關係’追求走向完全，而生命的轉變 

就是確據。(4)他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在世界上表達出來；包括秉持社會 

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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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作者從使徒信經思想關於父子靈的神學。信經的結構反映大使命， 

神是全能的創造主（永恆主），在歷史出現的救贖主（歷史的主），及現在與 

罪人同行，使其轉化的主（現在同行的主）。神是超越，也是內貫的。信經中 

心是基督信徒與活著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有密切同行的關係。而救恩就是發生在 

教會群體身上，他們正朝著基督再來、身體復活及永生走去。 

作者強調屬靈操練是一種生命之道，神學是不可缺少的原素，但經歷卻是 

首要的。他提醒我們必須從頭腦上的分析走向與神建立真實的關係，愛祂、順 

服祂、尊崇祂，及榮耀祂。 

今曰的信徒面對世界很多的選擇，基督徒生活被看為多元化生活中的一 

種。由於生活壓力大，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個人生活上，身體休息不夠，精神得 

不著鬆驰，又談甚麼靈性生活呢？於是把睡覺、娛樂放在首位。星期日是唯一 

可以睡至中午，甚至下午的日子；假期才可以離開香港，轉移到一處提供更高 

物質享受的地方，藉此優質化自己的生活。然而，在這種種選擇裡，屬靈生命 

卻被淘汰了。在每個假期的開始和結束，都有人潮忙著離港、回港，基督徒也 

在人潮之中。聖誕節、復活節等以基督為中心的記念節日，都要按著人的需要 

而讓路。在假日上教會的人明顯少了 ；基督徒因睡過頭而沒有上教會的情況卻 

不少。如此，在日常生活的壓迫下，我們忘記了與神靈交、建立屬靈生命才是 

首要關懷。沒有堅固的屬靈生命，我們的生命就沒有正確的方向，容易流於追 

求永不叫人滿足的物質生活。時間若都用於賺錢、工作上，又怎會有空間迎見 

神，思想神在基督徒生命中的帶領和給予的使命。所以，Authentic Spirituality 
一書為基督徒提供神學資源，嘗試引導我們走當行的路，叫我們實踐敬虔生 

命，對我們今生和來生都有益處。 

但是，書中有一種情況叫人不能不作評論的，就是作者將不同的傳統，都 

放在他的屬靈操練系統之內。1作者假設了不同的傳統強調不同方面，彼此並 

不矛盾、排斥，反而能彼此豐富、互相補足°他的錯誤，正如巴刻ai. Packe r ) 

對普世教會神學（ecumenica l t h e o l o g y )所作的兩方面批評：（1 )將不同的神學 

洞見鬆散地集合在一起，漠視神學的系統性和結合性。（2)以各派只是持著神 

真理的部分，彼此並不對立。2事實上，各種神學爭議常常是真理和讓誤的分 

1這個屬靈傳統分類雖然避免了過往歷史性主流分類（天主教、東正教、福音派、靈 

恩派等）的標籤’但避免不了內容上的分歧和排斥° 

2 J.I. Packer,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8),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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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如權威的原則：聖經、傳統、理性，及經驗。此外，作者只將福音信仰的 

傳統放在其中一個屬靈操練範圍（神呼召人）討論，使人以為這部分的神學就 

是福音信仰傳統的全部，或以為在其他範圍，福音信仰神學就有所缺欠。這樣 

看來，作者對有系統地結合在一起的福音神學的處理（也是對其他神學傳統的 

處理），有欠公允。總而言之，作者從神學前設，以致神學方法，都有錯誤， 

因而將他自己詳細部署的屬靈操練系統從根基搗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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