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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论述体质的医学文献，其中关于体质的条文散见于《素问·血气形志》《素问·异
法方宜》《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灵枢·通天》《灵枢·逆顺肥瘦》等诸篇中，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和归纳。中医体质学说

始终围绕《黄帝内经》奠定的体质学理论基础及基本架构，本文从《黄帝内经》原文入手，分析总结了其中关于体质理论构

建的条文，尤其对《阴阳二十五人》和《通天》的体质学思维进行了系统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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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我国最早论
述体质的医学著作，开启了中医学体质研究之先河，

书中大量采用“质”“形”“素”“身”等词语来表示体

质的含义，而且书中蕴涵的体质理论颇具特色，为现

代中医体质学说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内经》中关于体质的条文散见于《素问·血气形

志》《素问·异法方宜》《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灵

枢·通天》《灵枢·逆顺肥瘦》等诸篇中，从不同角

度进行论述和归类［１］。其中，《灵枢·阴阳二十五

人》《通天》两篇中关于中医体质学的描述尤为具

体，是《内经》体质学架构的主体。

１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对体质的论述
１１　以五行分体质　在诸多《内经》体质论述中，当
首推《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其云：“天地之间，六

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先立五形金木水

火土，别其五色，异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

其以五行分５类，每一类型下又以五行属性分出５
种亚型，合计２５种体质。王氏［２］称这种分类为五行

归属方法，钱氏［２］称其为以五行为主线结合阴阳理

论分类，其根本并无二至。其篇名之“阴阳”取自

《灵枢·通天》中“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和平”之

意，在本篇中仅表示体质有差异的人，并非以“阴

阳”划分体质类型，实则以五行为纲，划分５类，５类
之中，又以五音五色属性及气血盛衰来次分５种体
质，共计２５种体质。此２５种体质人的体格、形态、
性格各不相同，如“土形之人，比于上宫，似于上古黄

帝。其为人黄色，圆面，大头，美肩背，大腹，美股胫，

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称，行安地，举足浮，安心，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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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喜权势，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

而病生，足太阴敦敦然。太宫之人，比于左足阳明，

阳明之上婉婉然。加宫之人，比于左足阳明，阳明之

下坎坎然。少宫之人，比于右足阳明，阳明之上枢枢

然。左宫之人，比于右足阳明，阳明之下兀兀然”。

见表１。
其气血盛衰在形体毛发上的区别亦尤为显著，

如“足阳明之上，血气盛则髯美长；血少气多则髯短；

故气少血多则髯少；血气皆少则无髯，两吻多画。足

阳明之下，血气盛则下毛美长至胸；血多气少则下毛

美短至脐，行则善高举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气

多则肉而善瘃；血气皆少则无毛，有则稀枯悴，善痿厥

足痹”。该篇还提到肤色的五行属性与形体五行属性

的生克关系，“形胜色，色胜形者，至其胜时年加，感则

病形，失则忧矣。形色相得者，富贵大乐”［３］。

１２　辨体调摄、辨体治疗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
提出体质调摄应注重“年忌”，“当次之时，无为奸

事，是谓年忌”。《灵枢》认为年忌之年，容易感受病

邪，此时应当比平常更加注重言行举止，生活作息，

谨慎调理身体。此时的辨体调摄不仅辨的是２５种
体质，更应当辨清所处之时与自身年忌的年限是否

符合，调摄得当，则身体安康［４］。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还对不同体质的针

刺治疗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如“审察其形气有余

不足而调之，可以知逆顺矣”又“必先明知二十五

人，则血气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约毕也”，２５种人体
内气血的顺逆、通滞情况皆有不同，应当分辨明确体

内气血运行的差异才能不贻误病机，对应施治。这

些都是对体质治疗的指导性阐述［５］。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从体质分类到辨体施

治，详述了《内经》中全面的中医体质观。现代学者

钱氏［６］认为《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是《黄帝内经》

中最具代表性，亦较全面的体质分类及诊察调理原

则之论述文，并通过对其内容与结构的深入全面剖

析以及与《内经》其他相关章节的比对，勾画出一幅

“中医体质分类最早的全景式构图”。张弛等更是

以《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观结合经方思想，

使中医体质学的辨治思维在２种维度上整合并完
善。

２　《灵枢·通天》对体质的论述
２１　以五态分类　《灵枢·通天》曰：“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

也”。又“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

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

表１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体质划分

五行 五色 五地 形体行为特征 四季发病特点 五音 归属经络 性格特点

木形之人 苍 东方

其为人苍色，小头，长面，大肩

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劳心，

少力，多忧劳于事

能春夏不能秋冬，感

而病生

上角 足厥阴 佗佗然

大角 左足少阳，少阳之上 遗遗然

左角 右足少阳，少阳之下 随随然

荝角 右足少阳，少阳之上 推推然

判角 左足少阳，少阳之下 栝栝然

火形之人 赤 南方

其为人赤色，广矧，锐面小头，好

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

心，行摇，肩背肉满，有气轻财，

少信，多虑，见事明，好颜，急心，

不寿暴死

能春夏不能秋冬，秋

冬感而病生

上徵 手少阴 核核然

质徵 左手太阳，太阳之上 肌肌然

少徵 右手太阳，太阳之下 蝕蝕然

右徵 右手太阳，太阳之上 鲛鲛然

质判 左手太阳，太阳之下 颐颐然

土形之人 黄 中央

其为人黄色，圆面，大头，美肩

背，大腹，美股胫，小手足，多肉，

上下相称，行安地，举足浮，安

心，好利人，不喜权势，善附人也

能秋冬不能春夏，春

夏感而病生

上宫 足太阴 敦敦然

太宫 左足阳明，阳明之上 婉婉然

加宫 左足阳明，阳明之下 坎坎然

少宫 右足阳明，阳明之上 枢枢然

左宫 右足阳明，阳明之下 兀兀然

金形之人 白 西方

其为人方面，白色，小头，小肩

背，小腹，小手足，如骨发踵外，

骨轻，身清廉，急心，静悍，善为

吏

能秋冬不能春夏，春

夏感而病生

上商 手太阴 敦敦然

荝商 左手阳明之上 廉廉然

右商 左手阳明，阳明之下 脱脱然

大商 右手阳明，阳明之上 监监然

少商 右手阳明，阳明之下 严严然

水形之人 黑 北方

其为人黑色，面不平，大头，廉

颐，小肩，大腹，动手足，发行摇

身，下尻长，背延延然，不敬畏，

善欺绐人，戮死

能秋冬不能春夏，春

夏感而病生

上羽 足少阴 汗汗然

大羽 右足太阳，太阳之上 颊颊然

少羽 左足太阳，太阳之下 纡纡然

右羽 右足太阳，太阳之下 洁洁然

左羽 左足太阳，太阳之上 安安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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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各不等”［３］。《灵枢·通天》认为一般人的体质

有属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之分，这五种

类型的人，形态、筋骨强弱、气血盛衰各不相同。方

亚利［７］将本篇中的分类法称之为神志分类法，这种

说法并不准确。形体方面，五类人各有不同，如“少

阳之人，其状立则好仰，行则好摇，其两臂两肘常出

于背，此少阳之人也”。此外，《灵枢·通天》还对每

种人的心理特征、性格及行为方式作出详细的论述，

如“少阴之人，少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

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心急而无恩，此少阴之

人也”。详尽的描述了少阴之人贪图小利，有害人

之心的性格及行为特点［８９］。该篇不仅从形态、气

血、性格、行为等方面对人的体质进行了论述，针对

不同体质的人采用针刺治疗的注意要点进行了详细

的论述，如“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必谨调之，无脱

其阴，而泻其阳，阳重脱者易狂，阴阳皆脱者，暴死不

知人也”。

２２　偏于病态、适于临床　《灵枢·通天》与《灵枢
·阴阳二十五人》关于体质研究的落脚点迥异，在

本篇中亦有明确表述，“众人之属，不如五态之人

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态之人不与焉。五态之人

尤不合于众者也”。明确提出五态之人不属于阴阳

二十五人，说明五态分类与阴阳二十五人分类是各

自独立的２种不同分类法。此外，阴阳二十五人是
对正常人的体质划分，而五态之人因其“尤不合于

众者也”，而应当属于明显的病理状态，也正是因为

如此，本篇中明确指出了五态之人针刺治疗的禁忌

要点［１０］。因此，相对于《阴阳二十五人》《通天》对

于病理体质的论述要点更适用于临床辨证施治。

除《灵枢·阴阳二十五人》《通天》详细描述相

关中医体质学内容外，其他章节亦有散在的记载。

如《素问·异法方宜》提到“一病而治各不同”的原

因是体质差异存在“地势使然”，表明人的体质形成

与生活环境、地理习俗密切相关，如“西方者，金玉

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

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

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

者，亦从西方来”。是以西方的地理环境特点是“金

石之域，沙石之处”；居民生活特点是“陵居”“不衣

而褐荐”“华食而脂肥”；其致病及诊疗特点是“邪不

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本篇较为

全面的论述了东、西、南、北、中央五地居民的地理环

境、生活习惯及饮食结构等对人体体质构成的影响

及与疾病形成的关系，并提出医者应当考虑到这些

因素，从而采用合适的治疗方法，方能“各得其所

宜”。这是《内经》中采用地域分类描述体质形成的

经典著作［１１］。还有《素问·血气形志》中以阴阳气

血划分“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

多气，阳明常多气多血，少阴常少血多气，厥阴常多

血少气，太阴常多气少血。此天之常数”。《灵枢·

逆顺肥瘦》中将人分为“白黑、肥瘦、小长”，如“年质

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

留之，此肥人也”。

３　《内经》的体质学思维架构探析
根据《灵枢·阴阳二十五人》《通天》及其他相

关章节对中医体质的描述，我们认为《内经》的体质

学思维架构存在以下特点。

３１　常、病者分而并见　《内经》中关于体质的分
类是严谨的，人分常人和病态人，体质的分类既需要

区分开来这两大类人，又需要明确这两大类人又将

如何次分。《阴阳二十五人》是《内经》中体质分类

最为严谨的一篇，“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

人亦应之”。由此可见此二十五人的分类方法既包

含了正常人，也包含了病态人。后文中又以气血盛

衰递次细分，以五行阴阳划分的二十五人中气血盛

者为常人，气血偏颇者皆为病态人。《通天》将人之

体分为５种，除却“阴阳和平之人”为常人，其余 ４
种均为病态人。

３２　阴阳为纲、气血为领　无论常人亦或者病态
人，其体质划分需要一定的依据，所依之不同，便可

形成不同的分类方法。《内经》关于体质的分类依

据多种多样，但究其根本，多离不开气血阴阳。《阴

阳二十五人》以五行划分的基础上，再以手足阴阳

经归属划分成２５种体质，如“足太阴敦敦然……阳
明之下兀兀然”。其后再根据气血盛衰与形体毛发

的关系，归纳体质之间的异同点，“手少阳之下，血

气盛则手卷多肉以温；血气皆少则寒以瘦；气少血多

则瘦以多脉”。《通天》更是直接以阴阳划分体质，

而每一体质类型在疾病治疗时便是依据气血的多少

来决定补泻的方法，“少阳之人，多阳少阴，经小而

络大，血在中而气外，实阴而虚阳，独泻其经络则强，

气脱而疾，中气不足，病不起也”。《血气形志》中更

是直接论述人体六经气血的多少，“夫人之常数，太

阳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气少血”。

３３　以形态为干、以情志为支　《内经》中体质的
分类方法虽然众多，但无论是复杂的《阴阳二十五

人》，还是简单的《通天》，其体质类型都可以明确的

从体貌特征、行为特点及性格心理加以定位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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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阴阳二十五人》中“木形之人”的体貌特征是“苍

色，小头，长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行为特点是

“好有才，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性格心理则是

“佗佗然”。《通天》中“太阴之人”，其体貌特征是

“??然黑色，念然下意，临临然长大，然未偻”，

行为特点是“好内而恶出，心和而不发，不务于时，

动而后之”，性格心理是“贪而不仁，下齐湛湛”。辨

别体质仅从形态特征辅以情志特点等来实现是《内

经》体质理论的一大特点，简单、直观而实用。《血

气形志》中更是以“形志”相互关系来辨别病生之所

在，“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是谓五行志也”。《顺

逆肥瘦》中以人体皮肤之黑白、形体之肥瘦，年龄之

长幼来区分体质并因人施治［１２］，如“广肩腋，项肉

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

３４　以针为主，治以补泻　中医体质理论的根本目
的是掌握不同体质类型人群的异同点，明确其生理

特性，阐明其病理规律，再予以治疗。《内经》中对

不同体质致病的治疗方法主要运用针，根据其体质

特征及阴阳气血的盛衰断其补泻，然后分而治之。

如《阴阳二十五人》中“气有余于上者，导而下之；气

不足于上者，推而休之……血气之所在，左右上下，

刺约毕也”。《通天》中“审有余不足，盛则泻之，虚

则补之，不盛不虚，已经取之”。此二者皆是运用针

刺的方法，施以补泻，已达到调整气血阴阳的目的。

而《异法方宜论》中并不独以针刺治之，因为地域的

不同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东方之域……其治

宜砭石”“西方者……其治宜毒药”“北方者……其

治宜灸鴌”“南方者……其治宜微针”“中央者……

其治宜导引按跷”［１３］。

４　小结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无疑是《内经》中体质

分类研究最为详尽的一篇，其分类方法科学，层次分

明。起初以五行为纲分出五类典型人群，后每一行

类比五音，每一音之下次分五类，以土形之人为例，

则分为“上宫”“太宫”“加宫”“少宫”“左宫”；其一

行之气足者，则类比“上宫”，是最标准和典型的土

行之人，而其一行之气偏者，则比于“太宫”“加宫”

“少宫”“左宫”，表示同属土行之人之间也有差别。

这种分类法既归纳出了人群体质的共性，又体现出

了同一类型体质人群中存在的差异性，使体质的判

断更具灵活性和准确性。为了进一步描述气血与体

质的关系，本篇除了以五行理论为纲外，还引入了阴

阳理论，将每一种亚型归属本行表里阴阳经络，如

“上宫”归属足太阴，“太宫”归属左足阳明之上，“加

宫”归属左足阳明之下，“少宫”归属右足阳明之上，

“左宫”归属右足阳明之下［１４］。本篇在其后论述了

手足三阳经气血盛衰与形体特征的关系，每一阳经

之上下又有“血气盛”“血少气多”“血多气少”“血

气皆少”“血气和”等不同情况，对应会有形体、毛发

的生长状况的不同，因此，本篇中仅以阳经气血盛衰

又可划分出 ３７种不同类型。而在此基础上亦有
“形胜色、色胜形”的情况发生，当形、色不相匹配，

甚至相克时，其发病特点和注意事项在本篇中也有

表述。因此，可以说《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体质学

思维呈现树状架构，名为“二十五人”，实则远远超

出２５种体质类型。这种严谨的思维结构在不同层
次上均体现人群体质的共性与差异性，不拘泥于一

种理论，不以一概全，充分体现了人群体质特异性的

存在。分类方法严谨、层次分明，分类依据多样，包

含了肤色、毛发、形体、行为、生活方式、性格特点等

多种参考指标。同时阐述了不同体质人群的发病特

点及针刺治疗要点［１５］。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完整、

最系统的体质分类方法。

相比于《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灵枢·通天》

可以看做是前者的补充，前者主要探析的是正常人

的体质特点，论述对象具有普遍性；而后者所述主要

针对病理状态人（除阴阳和平之人外），是正常人群

中并不常见的类型。因此前者在体质论述过程中主

要注重不同正常体质人群的形体、行为等方面之间

存在的差异，因为论述对象为正常人，因此不着重论

述其发病机制及治疗；而后者所述的五态人是病理

条件下的，因此更加注重其病态的心理行为特征，亦

更详细的描述了其针刺治疗注意事项。

５　讨论
中医体质学现代研究使中医体质学更加简便易

行，易于推广和普及。但在其被广泛推广应用的光

鲜背后仍存在较大的问题。首先在体质辨识多是通

过主观的问卷及量表而缺乏客观的指标及数据，以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１６］为例，判断某一体质

类型仅通过７～８道主观问题便得出答案，其信度、
效度是存在质疑的（实际运用中也有体现）；体质辨

识的精确度较低，除平和质外，偏颇体质者几乎都存

在多种体质倾向，而实际运用中不能规避其他偏颇

体质的干扰，如研究对象为阴虚质和阳虚质，则是以

阴虚、阳虚表进行分类入组，而其后期研究中并不能

排除实验对象可能存在的血瘀质、痰湿质等对其结

果的影响，且存在其他偏颇体质对研究对象的体质

构成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性；体质应用的研究多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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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质类型或单一疾病，缺乏体质状况整体研究，比

如当前体质学研究多集中在阴虚、阳虚、痰湿等少数

集中体质类型上，鲜有９种体质系统研究。
现代中医体质学脱胎于《内经》，但并未完全保

留和传承《内经》体质思维的优势和特点，简便易行

的同时，不能丧失掉精确度和可信度，随着中医学的

不断推广，中医体质学说的理论及实践基础逐步成

熟，应当更多的从经典中汲取隐藏或被忽略的先贤

思想，继承中再予以创新，这才是中医体质学研究的

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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