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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孟英医案及饮食谱中涉及很多中医体质学的思想及论述。 通过研读王孟英的相关著作，并结合现代中
医体质学的理论，分析、归纳、总结王孟英医理医案中蕴含的体质思想，内容涉及对体质基本原理的认识、对体质综
合分型及辨体论治的认识、体质养生调理 3 个方面。 王孟英的体质思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医体质学的理
论内涵，且对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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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孟英对温病的证治和理论具有独到见解，对
温病研究作出了承前启后的贡献，是中国清代著名
的温病学家，在其《温热经纬》《王孟英医案》《王孟
英医案续编》《王孟英医案三编》《随息居饮食谱》
《归砚录》等著作中，有多处关于中医体质的相关论
述。 如王孟英的代表性著作《温热经纬》明确提到
“体质”一词，有“体质不齐，药难概用”之说，说明用
药应根据体质的不同加以调整，不可一概而论。 又
如“初病体坚质实，前法可遵，久病气馁神衰，虽有
腹痛后重，亦宜详审，不可概以攻积清夺施治”[1]，记
载了王孟英在诊病时根据患者不同阶段所体现出
的体质强弱状态遣方用药，体现出对于患者体质的
重视。 笔者系统梳理了王孟英医理医案及饮食谱中
涉及中医体质的相关论述，发现其对体质基本原理
的认识、体质综合分型及辨体论治的认识、体质养
生调理均有独特的认识与见解，具有启人慧悟之理。
以下将分别论述，以期丰富中医体质学的理论内涵。
1 王孟英对体质基本原理的认识

中医体质学认为体质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生命

现象，是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
的基础上，表现出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以及心理
状态等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2]。 就体质研究
而言，其经验基础是对人群中个体差异性的观察与
总结，其理论背景则是人们对这种个体差异性的基
本看法。 中医体质学认为，体质的基本原理可以概
括为生命过程论、形神构成论、环境制约论、禀赋遗
传论[3]，王孟英对此亦有深刻认知。
1.1 不同地域之体质差异———环境制约论 正所
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环境对体质的形成与发展
始终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在个体体质的发展过程
中，生活条件、饮食结构、地理环境、季节变化及社
会文化因素均可产生一定的制约性影响，有时甚至
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3]。 中国南部地区多湿热，北部
地区多寒燥，东部沿海为海洋性气候，西部内地为
大陆气候，因此西北地区人形体多壮实，腠理致密；
东南地区人体质多柔弱，腠理偏疏松，故施方用药
应有差异[1]。 例如，居处浙江、江苏、江西地区的人因
气候温暖湿润，易患湿温、风温等疾，江苏、浙江一
带的人体质禀赋较为薄弱，用药宜清淡、剂量宜轻
浅。《王孟英医案》指出“可见浙人禀赋之薄，若幽、
冀之人，即误服青麟丸数钱，亦不至如斯之甚也”[1]。
青麟丸由大黄、黄柏、黄芩、猪苓等 10 余味药物组
成，方中多为寒凉之品，可清热利湿，因此不适于江
苏、浙江一带人服用，而体质强盛者即使误用也不
会造成严重后果。 华岫云也曾云：“或疑此法仅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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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柔弱之躯，不能治北方刚劲之质……其用药有
极轻清、极平淡者，取效更捷。 ”以上，均描述了因地
域不同而产生的人群体质差异，北部地区人群体壮
可耐药，南部地区人群体弱用药宜轻。
1.2 不同年龄之体质差异———生命过程论 体质
是一种按时相展开的生命过程。 在个体发育过程
中，体质的发展经历了“稚阴稚阳”（幼年）、“气血渐
充”（青年）、“阴阳充盛”（壮年） 和“五脏衰弱”（老
年）等不同体质阶段，从而反映出个体体质发展的
时相性或阶段性[3]。 现代调查结果证实不同年龄的
体质分布情况存在差异：成人随着年龄增长，平和
质逐渐减少，同时气虚质、阳虚质逐渐增多，阴虚质
逐渐减少[4]。

王孟英认为，“小儿为热病最多者，以体属纯阳，
六气著人，气血皆化为热也”，描述了小儿脏腑气血
状态属阳、代谢旺盛、生机蓬勃、容易化热的体质特
点，也提示医者在临证中应慎思明辨，充分考虑小
儿体质特点，慎用大辛大热之品，宜用“甘凉补阴之
味”。 此外，“小儿内无七情，苟能慎饮食，较大人易
治”，说明小儿具有受情志影响小的体质特点，故在
治疗上也较成年人更加容易。 对于成年人，王孟英
认为其较小儿“虽非纯阳，而阴虚体多，客邪化热，
亦甚易也”[5]，阐述了王孟英当时所处年代，成年人
多为阴虚体质，若有外邪侵入，极易化热，也体现了
王孟英对于阴虚体质疾病传变的认识。 对于老年
人，王孟英认为“老年火衰，蒸变无权”“老年气弱火
衰”，体现了其对老年人体质的认识，其中“蒸变无
权”一词，即讲述老年人命门火衰、温煦功能下降、
脏腑气血功能逐渐减退、代谢减缓，易出现怕冷等
表现，表现出与小儿恰恰相反的体质特点。 以上论
述，总结了王孟英对于不同生命过程（小儿、成年
人、老年人）体质特点的认识。
2 王孟英对体质综合分型及辨体论治的认识
2.1 王孟英对体质的综合分型 王孟英对体质的
综合分型主要有以下几种：1）平人（此人本元坚固[1]

等表述）。 2）气虚者（体气素弱[1]等表述）。 3）体寒者
（面白阳虚之人、平素有寒者 [1]等表述）。 4）阴亏者
（阴分素亏[1]、阴虚之体[1]、阴虚火炎者[1]、素体阴亏[1]、
阴亏之体[1]、阴虚有素[1]、禀属阴亏[1]、禀属阴虚 [1]、本
属阴亏[1]、体属阴亏[1]、素属阴亏[1]等表述）。 5）痰饮湿
盛者（平素有停痰伏饮者、痰饮内盛之人 [1]、平素
多痰[1]、素体多痰[1]、体厚痰多[1]、体丰多湿[1]等表述）。
6）湿热者（素有湿热之人等表述）。 7）血阻者[6]。 8）素

多郁怒者（情怀悒悒[1]等表述）。 9）特殊禀赋者（素体
孱弱[1]、素禀怯弱[1]等表述）。
2.2 王孟英对体质与疾病的认识 王孟英对于体
质与疾病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 3个方面。
2.2.1 体质与发病 中医体质学认为， 病邪侵袭
时，机体发病与否，不仅与病邪的种类及其量、质有
关，更重要的是与机体体质有关[3]。 而王孟英对于不
同体质之人感发温病亦有此认识。 王孟英在《温热
经纬卷四·薛生白湿热病篇》中指出饮食不同之人，
其温病发病方式亦有所不同[5]。 其中“膏粱中人”即
常食肥甘、细粮之人，所感温病的发病方式多为“先
由内伤，而后外感”；“藜藿中人”即常食粗茶淡饭之
人，所感温病的发病方式多为“其冬伤于寒，曰少阴
伏邪，至春发出太阳之温病”“皆兼少阴者也”。
2.2.2 体质与疾病的传变与转归 中医体质学认
为，人体感受邪气致病后，疾病的发展、变化、转归，
也会因体质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3]。 王孟
英对此也有一定认识，《温热经纬卷四·薛生白湿热
病篇》中提到，在内湿情况不同人的身上，暑邪的传
变与转归亦有所差异[5]。 对于内湿素盛者，“暑邪入
之，易于留著，而成湿温病也”，而对于内湿不盛者，

“暑邪无所依傍，虽患湿温，治之易愈”，体现了暑热
邪气易与内湿素盛之体相合、缠绵流连、不易治疗
的特点。
2.2.3 体质与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中医体质学认
为，体质决定证候的性质、部位和转化。 疾病因人、
因时、因地不同，或者由于病情、病机变化，以及邪
正消长的差异而表现不同[3]。 对于同一疾病，拥有不
同体质特性的人其疾病表现也会有所差异，应采取
不同治法，故王孟英云“察其体病脉证之千头万绪，
后之人可以鉴矣”[1]。

如两妇同为喘嗽[1]，王孟英根据两者年龄相仿、
患病时节相同，而脉象不同等表现，故辨体不同，施
药有别。 对于同为喘嗽之病且脉兼有滑象这一表
现，王孟英均施以茯苓、苦杏仁、紫苏子、蛤壳、旋覆
花 5 味药物。 考虑其体质，一患者体质偏痰实，故予
以瓜蒌、薤白、天花粉、青黛并以“竹沥、菔汁和服”
等清热祛痰之药，且嘱其“参汤切勿沾唇”；另一患
者体质偏阴虚，故施以沙参、川贝母、“海 ”等药
物，重用熟地黄等具有滋养阴液作用的药物。 其中

“海 ”即海蜇，为王孟英的常用药，具有宣气化瘀、
消痰行食、软坚开结的功效，且不伤正气。 诸多病
证，皆可用之，王孟英认为此药“虽宜下之证，而体

88



天 津 中 医 药 大 学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第 43卷 第 1期
２０24年 1月

Ｖｏｌ．43 Ｎｏ．1
Jan．2０24

质柔脆，不能率投硝、黄者”[5]，故在此时重用海蜇，
并随机佐以枳壳、厚朴之类，无不获效。 在此两则医
案后，王孟英也指出“所谓病同体异，难执成方”，体
现了王孟英“医者需量体裁衣，否则胶柱而鼓瑟也”
的思想，也体现出了体质与同病异治的思想。

此外，王孟英将体质分型也应用于临证疾病治
疗及预防，因医案中提及平人、气虚者、阴亏者、痰
饮湿盛者、素多郁怒者较多，阴亏者尤甚，故详述其
对以上 5 种体质的认识及临床应用，也对于体质与
异病同治思想有所体现。 以下医案筛选参考《古医
籍中辨体论治医案准入标准及体质类型特征研究》[7]

标准，依据医案中包含的与体质相关的字词（素、禀
赋、禀属、平素、多、善、之体等）进行界定。
2.2.3.1 对平人的论治 《王孟英医案》中便有平人
相关记载，王孟英引用《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夫精
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此句描述了
平和质先天禀赋良好、适应性强、平素不易患病的
特点。“然亦此人本元坚固，固屡误之后，犹能挽回，
否则亦难为力矣。 ”此句描述了先天禀赋良好之人，
即使经过几次误治也仍能够挽回。 现代研究也已经
证实[8]，平和体质为多囊卵巢综合征[9]、失眠[10]、动脉
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11]等多种疾病的保护因素。
2.2.3.2 对气虚者的论治 典型病案。“胡秋纫于酷
热时偶有不适，医以柴、葛、香薷散之，反恶寒胸痞，
更医用枳、朴、槟榔以泻之，势日剧，延孟英视之。 自
汗不收，肢背极冷，奄奄一息，脉微无神。 曰：禀赋素
亏，阳气欲脱，此必误认表证使然”[1]。

此案中， 王孟英以先天禀赋条件———禀赋素
亏，时节———酷暑时分，用药后情况———辛散药耗
气伤津用后反剧， 药后患者表现———自汗不收、脉
微无神等，判断出患者体质为“禀赋素亏”，因“暑热
耗气”不耐于酷热，故辨体求因，用药精当施用“救
逆汤加参、芪，服之渐安”[1]。 且病愈后，注重体质调
养而后安，因津随气泄，故“继以补气生津，调理匝
月而痊”。 从“禀赋”和“素”的用词中可以看出本案
考虑了患者体质因素，从后期用药和善后调理推测
患者当以气虚为本。
2.2.3.3 对阴亏者的论治 王孟英对于阴亏者的认
识最为深刻。 因王孟英出生并生活于江苏、浙江一
带，且当时医家多尊崇前人的温补学说，常妄投辛
温燥热之药，多致阴液耗伤，甚则津亏而亡，故王孟
英当时所处之处阴亏者较为多见。《王孟英医案》中
就有记载“阴虚火炎者，面赤常如饮酒之态”[1]，指出

阴亏之人，面色常常发红，如醉酒貌。“骨瘦如柴，肌
热如烙……曰：此阴亏之体……”[1]，指出阴亏之人，
体型消瘦，肌肤温度较常人高出许多。 上述为王孟
英对阴亏者“望”和“切”部分的认识。

典型病案 1。“戴氏妇产后恶露不多……遂发热
自汗，口渴不饥，眩晕欲脱，彻夜不眠。 孟英视之曰：
此禀属阴亏……”[1]，从此医案中可知戴氏产后恶露
较少，且有发热自汗、口渴、不眠等阴虚表现，王孟
英即判定此妇为“禀属阴亏”，从而予其西洋参、葳
蕤、百合、麦冬、石斛、桑叶等滋阴润燥类药物。 且在
其愈后又“滋填阴分”，使其服之乃健。

典型病案 2。 费伯元分司烦躁不眠案[1]，王孟英
视之，因其“狂妄瘛病，左脉弦细而数，右软滑”，辨
体为“阴虚之体”，且其“心火炽，肝风动，痰盛于
中”。 先辨体治病“以犀、羚、桑、菊息其风，元参、丹
皮、莲心、童溲清其火，茹、贝、雪羹化其痰”，后调体
防病予其“三甲、二至、磁朱潜其阳，甘麦大枣缓其
急，地黄、麦冬养其阴”，用药丝丝入扣。 可体会王孟
英依据患者体质进行病中辨体、辨病论治与病后调
体防护全过程的思想精髓。
2.2.3.4 对痰饮湿盛者的论治 王孟英对于痰饮湿
盛者，指出“平素有痰，必有舌苔”，此处为王孟英对
于痰饮湿盛者“望”的认识，指出痰饮湿盛者必有舌
苔。 此外，王孟英对痰饮湿盛者的成因也有一定认
识，如“久坐不劳，气行迟滞，痰凝久伏”[1]。 现代研究
也证实，久坐时间越长，痰湿体质得分越高[12]。

典型病案。 顾云垞患疟案[1]，其“年迈体丰，脉芤
而稍有歇止者”。 王孟英认为“芤者，暑也：歇止者，
痰湿阻气机之流行也”。“暑湿为无形之气”，且患者
“平素多痰”，邪因此得以盘踞，表现为有形之痰，遂
“必攻去其痰”“邪无所附而病自去”。 由此案可见，
王孟英诊病时综合考虑患者为“平素多痰”“切勿以
高年而畏峻药”，采用“清解蠲痰”法，使邪去病减，
疗效立竿见影。
2.2.3.5 对素多郁怒者的论治 王孟英对于素多郁
怒者的认识，有“情怀悒悒”等表述，表明此类人群
易抑郁伤感、忧愁不安，多有情志方面的表现。

典型病案。“朱氏妇， 素畏药……近患晡寒夜
热，寝汗咽干，咳嗽胁疼。 月余后，渐至减餐经少，肌
削神疲。 孟英诊之……曰：既多悒郁，又善思虑，所
谓病发心脾是也……以甘草、小麦、红枣、藕四味”，
可以益人神志。 上案中，王孟英兼顾患者平素情志
不畅、易忧虑的气郁体质，“加藕以舒郁怡情”。“藕，

89



天 津 中 医 药 大 学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第 43卷 第 1期
２０24年 1月

Ｖｏｌ．43 Ｎｏ．1
Jan．2０24

熟食补虚，养心生血，开胃舒郁，止泻充饥”[1]，现代
药理学研究也表明莲藕具有调脂减肥、 抗氧化、抗
炎、保护肝脏、抗焦虑和抗抑郁等作用[13]。且用红枣，
“色赤补心”“气香悦胃”，合用甘草、浮小麦益气养
血，润燥缓急，兼有调补心脾之用。 王孟英用药精
当，病症改善后患者再行调治 2个月后“病果霍然”。
3 体质养生调理

因王孟英对体质分型及偏颇体质的认识，从而
对于不同体质之人的辨证施治，可以看出其根据体
质特点进行调理的独到之处。 关于体质调理，王孟
英的著作中涉及辨体择食、辨体施灸、辨体进补等。
3.1 辨体择食 王孟英在治病的过程中尤其重视
食疗，在《随息居饮食谱》一书中就提到“人以食为
养，而饮食失宜，或以害身命”[5]，指出饮食不当，恐
危及性命。 故在食疗时亦根据体质特点判断食物宜
忌，通过食用不同的食物达到预防及治疗疾病的目
的。 根据体质的不同类型及特殊人群（老年人、小儿
及孕妇等）， 列出了饮食宜忌， 如阴虚内热者忌食
姜、大蒜、辣椒、丁香等，火燥津枯之体宜食柿等，阴
虚内热及便燥者宜食天花粉等，下部火盛者忌食羊
石子（羊外肾）等，上焦火热者忌食荔枝等，脾胃虚
弱者忌食紫苏叶、苦菜、李子、柑橘、荸荠、猪肠等，
虚弱人忌食佛手柑、山楂、槟榔等，虚弱人宜食千里
脯（冬季晾干发酵的猪肋肉）、羊脬等，有痰饮者忌
食橘子等，平人勿食猪肝等，特殊人群如小儿忌食
杏、枣、猪腰等，老年人及小儿皆宜食龙眼等，妇人
宜食乌贼等，孕妇忌食田鸡、龟、鳖等。
3.2 辨体施灸 艾灸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医外治法，
具有温经散寒、活血行气、防病保健的作用。 不同体
质人群对于艾灸的使用宜忌，王孟英在张仲景“有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之训，正以艾火大能伤阴也”的
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阴虚之体忌灸火”，认为“阴虚
之体，内热自生，灸之以艾，火气内攻……阴何以
堪”[1]。 阴虚质之人本自有内热，如若灸之，势必会火
上浇油，不堪重负。 因此，提示后人运用艾灸也应做
到辨体施灸。
3.3 辨体进补 王孟英不仅在治病的过程中考虑
患者体质，用药“量体裁衣”，且在调养的过程中也
十分注重改善偏颇体质，因体施调。 王孟英所处时
代，世人多好补，闻补则喜。 更有病者欲常服补药，
王孟英则提出：“人如欹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
覆。 ”告诫世人切勿过服补剂，否则易招致盈满之
灾。 正如现代人多食肥甘厚腻，糖尿病、高脂血症的

发病也都与此有密切联系。 使用补法也应辨体进
补，在王孟英医案中即有体现，如“体属阴亏，以高
丽参易沙参，善后而康”[1]，“施瀛洲体丰色白”[1]，“中
气固虚”，其为气虚质，故在补法的应用上采用“宣
清升降补运兼施之法”，切“不可佐滋腻以滞中枢，
而助其溜下之势；又不宜杂燥热以煽风阳，而壮其
食气之火”，予“参、芪、术、苡、升、柴、苓、泽、香、连
等味”尤良。
4 小结

综上所述，王孟英的体质思想涵盖对体质基本
原理的认识、辨体论治、体质养生调理 3 个方面，极
大丰富了体质学中关于不同地域人群体质差异的
认知、不同年龄人群体质差异的认知、不同体质人
群临床辨体论治的思想以及日常辨体调养方法宜
忌等内容，具体包括指出了南部地区人群禀赋薄弱，
用药宜清淡、剂量宜轻浅；不同年龄体质各异，如小
儿容易化热、成年人多为阴虚体质、“老年火衰，蒸变
无权”；不同体质特点的差异性，根据体型（如体丰
色白、骨瘦如柴等描述）、面色（如阴虚火炎者，面赤
常如饮酒之态等描述）、舌苔（如平素有痰，必有舌
苔等描述）、平素情志表现（如素多郁怒者有“情怀
悒悒”等描述）等特点判别体质；根据不同体质调体
法则各异，用药也别具特色，如阴亏者可选用西洋
参、百合、麦冬、石斛等，气郁体质加莲藕以舒郁怡
情，气虚者调补宜用“宣清升降补运兼施之法”，可
用“参、芪、术、苡、升”等。 王孟英每每在患者病愈
后，仍用调体之药为其调理数月，体现了其善用辨
体善后的思想。 以上观点和用药，对于现代中医体
质学说的理论研究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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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ANG Mengying’s medical record and diet spectrum involve many thoughts and discuss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physique. By reading WANG Mengying’s related work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theory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physique，this paper analyzes，sums up and summarizes WANG Mengying’s
physique thought in medical science case，which involves three aspects：understanding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hysique，understanding of comprehensive classification of physique and body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and
physical health conditioning. His constitution thought not onl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CM
constitution science to a certain extent，but also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CM clinical practice，whic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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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药》和《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在中医药期刊分级中
再次入选T2级期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消 息·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
领域期刊”，鼓励广大中医药科技工作者把优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中医药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健康中国的伟大事业中，
充分发挥中医药科技期刊在人才评价工作中的导向作用，中华中医药学会根据《分领域发布我国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实施
方案》要求，经过综合指标评定和同行专家评议，2023—2026 年度共有 11 本期刊入选 T1 级中医药中文科技期刊目录，44 本期
刊入选 T2级中医药中文科技期刊目录。《天津中医药》和《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均再次入选 T2 级中医药中文科技期刊目录，
即接近本学科领域国际上知名和非常重要的较高水平权威期刊。

据悉，12月 2日，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的“第六届岐黄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以“创新引领，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邀请
两院院士、国医大师、科技及产业管理部门的知名专家等作学术报告，重在介绍新观点、新进展、新方向、新模式、新方法，以启发
思路，凝聚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合力。论坛中颁发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及李时珍医药创新奖、中医
药中文科技期刊分级目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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