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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教学·

赵献可妇科学术思想探讨

岑维王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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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献可，字养葵，自号医巫闻予(公元1573～1644

年)，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其著作有《医贯》、《邯郸遗

稿》、《内经钞》、《素问注》、《脉正论》、《经络考》等。《邯

郸遗稿》为赵献可晚年所著，全书凡四卷，卷一论调经，

卷二论血崩、带下、淋浊，卷三论妊娠、临蓐，卷四论产

后。然此书世少传本，现仅见清嘉庆元年灵兰阁刻本、

1979年上海古籍书店复印本两种，1982年《浙江中医

杂志》点校连载祝怀萱珍藏手抄本。本书简明扼要，内

容丰富，切合临床。兹掇其要，探讨如下。

1继承发扬《内经》理论 确立命门学说

赵献可根据《易经》“一阳陷于二阴之中”，及《内

经》“七节之旁有小心”的理论，否定了《难经》关于右肾

为命门的说法。认为“两肾俱属水，但一边属阴，一边属

阳，越人谓左为肾，右为命门非也。命门即在两肾各一

寸五分之间，当一身之中。”[1]人之所以有生，生命之所

以能延续，实源于命门无形之火。人体的生命活动，无

一不取决于这无形之火的盛衰。“命门君主之大，乃水

中之火，相依而不相离。，，[1]然而命门无形之火又必须

有赖于真水濡养，命火与真水是相互依存，互为其根的

对立统一体。命门作为人身之主，水中之火，属先天无

形之火，同时蒸腾阴水“上行夹脊，至脑中为髓海，泌其

津液，注之于脉，以荣四肢，内注五脏六腑，，[1]以“流行

后天之用”。指出命门之火与真水同出一根，“日夜周流

于五脏六腑之间，滞则病，息则死，，[妇的生理机能。所以

真水亏耗不仅为阴虚，阴虚之中，又有真阴、真阳之不

同，“阴虚有二：有阴中之水虚，有阴中之火虚。巩妇若出

现这样的病变，“火之有余，缘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

火，只补水以配火，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火之不足，因

见水之有余也，亦不必泻水，就于水中补火，益火之源，

以消阴翳，，[¨。赵氏对命门学说基本概念的阐述，大胆

创新，颇具卓识，为后人研究命门学说提供了理论

依据。

《邯郸遗稿》是赵献可的妇科专著，内容较为完备，

妇科论点亦与其整体学术思想一致。他根据《素问·上

古天真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

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

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

也”的生理过程，提出了“调经莫如养血，养血莫如滋水

养火”的观点。他认为“天者天一之真，癸者壬癸之水，

月者水之精，以一月而盈，盈则眩，女人经水，一月以

时而下，能有子，不以时下，或过期，或不及皆为有病，

病则不能有子。所以必须调经，调经必须滋水为主，，[1’。

同时，还严格区分了天癸与经血两种不同性质的物质。

指出“女人系胞之所而养经之处，养之一月而行，行则

虚矣；以时交感，以虚而受，人若有孕，此水即化为乳而

不月。乳之色白也，何谓血乎?至四十九而天癸绝，其

所绝者天癸水也，其流行之血不见其亏，故不须四物汤

补血，补血兼不得滋水，滋水必兼补血，故必以六味丸

滋水。何也?盖血乃后天饮食入胃，游溢精气而成，以

为流行之用。若经水乃冲任所主，人身中有奇经八脉，

俱属肾经无形之脉，其冲任者，奇经之二，其脉起胞中，

为经脉之海，与手太阳、手少阴为表里，上为乳汁，下为

月水，女人独禀此水以为生生之源，与男子二八之精同

气，从天一之源而来，精则一月而满，满则溢，似血而实

非血也”[1]。天癸为化生精血之气，而非精血本身，这和

王冰解释为“天真之气”是一致的。说明属于天癸之阴

精，是由天一之气化生，天癸之来迟，正是由于命门之

火(阳气)之未至，天癸的去早，亦正是由于命门之火早

衰。肾与命门，都属于生殖系统之范畴。赵氏更明确地

说：“冲任起于胞中，男子藏精，女子系胞，其间又恃一

点命门之火为之主宰。⋯⋯所以，滋水更当养火，甚有

干涸不通者，虽日火盛之极，亦不宜以苦寒之药降火，

只宜大补其水。天一之源以养之使满，满则溢，万无有

毒药可通之理!此调经之法类如此，，[¨。这些理论阐发，

颇具新意，对中医妇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2 注重命门水火互济 平衡气血阴阳

赵氏深研阴阳理论，对命门水火互济之理着意发

挥。他强调“以无形之水，沃无形之火，当而可久者也，

是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成既济矣。医家不悟太极

之真体，不穷无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

神剂者，其于医理尚欠大半，，[引。这一学术观点也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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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妇科理论之中。如赵氏针对当时社会使用黄芩、白

术作为安胎圣药的时弊，指出“黄芩、白术，安胎之圣

药，此二味恐胎前必不可缺乎?日：未必然也。胎茎之

系于脾，犹钟之系于梁也。若栋柱不固，栋梁必挠。所

以安胎先固两肾，使肾中和暖，始脾有生气，何必定以

白术、黄芩为安胎耶!凡腹中有热胎不安，固用凉药；腹

中有寒胎不安，必用温药，此常法也。殊不知两肾中具

水火之源、冲任之根，胎元之所系，甚要，非白术、黄芩

之所能安也。如肾中无水胎不安，用六味地黄丸壮水；

肾中无火，用八味地黄益火。故调经当用杜仲、续断、阿

胶、艾叶、当归、五味，出入于六味、八味汤中为捷径。总

之，一以贯之也”[2]。这一学术观点得到箫慎斋的高度

评价，称“养葵不用芩、术，而以地黄饮加杜、续以补肾。

夫胎系于肾，肾固则胎自安，此补脾不如补肾之要妙

也，许学士内补丸已启其端，赵氏从而发明之，可谓决

安胎之秘旨矣眦引。

赵献可不仅继承了《内经》的理论，而且将其化裁

推行，灵活运用。在论述产后大失血的病机和治法，特

别是辨别急性出血究竟是阳虚还是阴虚时，赵氏巧妙

地运用《内经》理论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其在产后发热

一则中说：“产后大失血，阴血暴亡，必大发热，名日阴

虚发热，此阴字，正谓气血之阴。若以凉药正治必毙，正

所谓症象白虎，误以白虎必死。此时偏不用四物何也?

有形之物，不能速化几希之气，急用独参汤或当归补血

汤，使无形生出有形来。阳生阴长之妙，不可不知

也，，[2。。赵氏认为，妇科急性出血往往阳气易随阴血而

脱，治疗上当以顾护阳气为要。“凡血崩之疾当分阴阳

而治，气血人身之阴阳也。阳之升，阴之降，阳根阴，阴

根阳，一升一降，循经而行无崩漏也。若阳有余则升者

胜，血出上窍；阳不足则降者胜，血行下窍。总之血随阳

气而升降，阳气者风也，风能上升，然必须东方之温风

始能升，故用助风益气汤。凡气虚不能摄血者，其人必

面白，尺脉虚大，食饮无味，久病者有之，，[2。。同时也指

出“凡治崩漏宜大补气血与脾胃，微加镇逐心火之药以

治之，补阴泻阳其患自愈矣，，[2。。血崩本为血病，而有阳

气虚者，易于气随血脱，阴阳相维，互为其根，阴血大

下，阳不能维，固当以无形之气生有形之血。仅此一处，

足可见赵献可对《内经》治法体会之深刻。

对于疾病的辨治，赵献可亦从命门水火互济观点

来阐述。其在调经篇中对月经病的辨治作了精辟的论

述，认为辨经色以分寒、热、虚、实对辨证具有重要意

义。“经水则不及期而来者，有火也，宜以六味滋水，则

火自平矣。如过期而来者火衰也，本方加艾叶，如迟而

色淡者，本方加桂，此其大略也。其间亦有不及期而无

火者，有过期而有火者，多寡不同，不可拘于一定，当察

脉之迟数，视禀之虚实强弱，但以滋水为主，随症加减。

凡紫与黑色者，多属火旺之甚，亦有虚寒而紫黑者，不

可不察脉审证，若淡白，则无火明矣。”[2]对此，赵氏反

复申辨，以明其至理。“火旺则红，火衰则淡，火太旺则

紫，火太衰则白。”同时强调对妇产科疾病的诊疗，必须

随证、随人，不能执成不变。“其将来而痛者血之滞也，

块而下者气之凉也，来后作痛者气血俱虚也，色淡者亦

虚也，错经妄行者气乱也，色紫者气热也，黑者热甚也，

参前者气热而速也，迟后者气滞而涩也，一月两至者血

热、故多也，两月一至者血冷、故少也，血得热则行也，

得冷则凝也，热用冷药，冷用热药，不可一途而取明

矣舡引。

3善用六昧√k昧二方广开创新思路

赵献可认为六味九是“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的主

剂，凡肾水虚，不足以制火者，非此方便无以济水；八味

丸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主剂，凡命门火衰，不足

以化水者，非此方便无以济火。其在妇科中的运用“如

肾中无水，胎不安，用六味地黄壮水，肾中无火，用八味

地黄益火，故调经当用杜仲、续断、阿胶、艾叶、当归、五

味，出入于六味、八味汤中为捷径。"[2]这概括了两方在

妇科各病证中的治疗原则。赵氏在临床上积累了众多

经验，常以逍遥散配六味丸治疗肾虚肝郁的带下病，配

左金丸治疗妊娠恶阻等。在此基础上，创制了著名方剂

清肝滋肾汤。其认为“恶阻多在三个月之时，相火化胎

之候，壮火食气，上冲胃口，食入即呕吐，少阴肾水既养

胎，少阳之火益炽，须用清肝滋肾汤，即六味饮加柴胡、

白芍眦2。。

赵氏所创命门学说否定了《难经》右肾为命门与

《内经》心主君主的说法，并另立命门为真君真主之说，

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而《内经》记载的天癸究竟为

何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都随文衍义。赵献可认为

天癸的产生与盛衰均受命门之火主持，并随命门之火

盛衰而变化，命门之火正常，天癸始能发挥正常的生

理、生殖功能，此说亦颇有新义。总之，赵氏既继承了传

统的基础理论，又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其确立的命门

学说形成了较为完整独特的理论体系，具有较高的学

术水平，至今仍能有效地指导I艋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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