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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研究生教材）之一。
本书围绕《内经》原著中的重点、难点、疑点，联系当今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以专题研究形式深入阐
发。
全书分为“学术原理”、“理论发微”、“临床应用”、“多学科研究”四个部分。
“学术原理”，主要探索《内经》学术体系形成的文化、历史、哲学背景。
“理论发微”，着重对《内经》理论体系的精髓，探讨其科学意义及学术价值。
“临床应用”，对《内经》所确定的医学原理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进行专题阐述；总结《内经
》的临床医学成就及其在现代临床实践中的学术价值，作为学经典做临床的范例。
“多学科研究”，将《内经》与其他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内容择要作专题阐述，以拓展学术领域，启迪
思路，开拓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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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节《内经》体质理论发微中医体质理论，是一门既古老又新兴的学问。
中医体质理论的研究范围甚广，涉及人类各种体质特征与体质类型的生理病理特点，并以此分析疾病
的反应状态、病变的性质及发展趋向，从而指导疾病的预防保健与诊断治疗。
有关中医体质理论的最初认识，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探讨自然规律与生命奥秘的过程
中，萌生了体质思想。
《荀子》、《周礼》、《管子》、《吕氏春秋》等书中已有相关内容的描述，认为不同地区的人，由
于体质不同，因而对不同的致病邪气具有不同的好发性和易感性的记载。
《史记。
货殖列传》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之说，认为环境与人的寿夭长短有关，这些都被后人视为生态
体质思想的萌芽。
《内经》中蕴藏着丰富的体质理论内容，除散载于各篇之外，还设立了专篇讨论，如《素问》的《异
法方宜论》、《血气形志》，灵枢的《阴阳二十五人》、《寿夭刚柔》、《天年》、《通天》、《论
勇》、《逆顺肥瘦》、《骨度》等。
《内经》对体质的阐述，涉及体质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体质间的差异、不同年龄性别的体质特征、体
质分类方法与类型、体质与后天饮食营养及地理气候环境的关系、体质与发病及论治的关系等，构建
了具有中医特色的体质理论框架。
可以说，《内经》是医学史上论人类体质现象最早，也是较全面的一部医学文献。
一、体质的概念体质是人类生命现象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每个生命活体必有其体质，这也许是《内
经》给予高度关注的原因。
但纵观全书却未见“体质”之名，而是赋予其诸多称谓：或称之“质”，如《素问。
厥论》“此人者质壮”，《灵枢.逆顺肥瘦》“年质壮大，血气充盛”；或称之“身”，如《素问.脉
要精微论》“五藏者，身之强也”，《灵枢.骨度》“视其经脉之在于身也”；或称之“形”，如《灵
枢·寿夭刚柔》“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愿闻二十五人之形”；
或称之“态”，如《灵枢.通天》“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
后世医家又有称为“禀质”、“气质”、“资质”、“气体”等。
“体质”之名首见于《景岳全书。
杂证谟》，张介宾在论及体质与攻法的关系时说：“体质贵贱尤有不同，凡黎藿壮夫，及新暴之病，
自宜消伐”。
迄后，明清医家多次言及“体质”，叶桂将其归类为“木火体质”、“水土体质”、“阴虚体质”、
“阳气素虚体质”、“气虚体质”、“血虚体质”等。
可见，体质作为表达个体特征的专有名词，逐渐被人们接受采纳。
然而，古代医家对体质的含义却始终未作出确切的界定与解释。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抽象思维的基本单元，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以概念为基本元素
，通过一系列判断、推理建立起来的，没有概念就无法建立学科理论。
同样，概念不清也势必造成理论系统的混乱和不完善。
因此，近年来，人们以现代人的思维和语言对体质概念进行了解读与诠释，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尚未
取得统一，大致可归为两种不同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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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是王庆其编写的，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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