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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郑氏妇科自宋末昆山薛将仕将女科医术

传予外孙女婿郑公显， 郑氏遂世代业女科， 历

29

代

[1]

，无有间息，迄今已有近

800

年悠久历史，成为

中外医学史上罕见的奇迹和吴门医派中的佼佼者。

郑氏因子孙繁衍，逐渐迁居吴中各地，均成当地妇

科名医。 仅据现存文字记载（好几支分支家谱均毁

于“文革”），历代业医者有

100

多人。 其二十八世孙

昆山郑绍先（

1920-2004

）主任医师，毕业于苏州国

医专科学校，行医

60

余载，医学造诣精深，屡起顽

症沉疴，被誉为“女科圣手”，为全国首批继承学术

经验的五百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 江苏省名中医、

昆山市中医医院首任名誉院长，出版专著《郑绍先

妇科经验集粹》。

历代郑氏先贤医术精湛，医技高超，医理精深，

其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经后裔不断增益、修改、整

理成《女科万金方》等多种医著，在家族内代代秘

传，医效显著。 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所载，分

藏于全国各地图书馆的郑氏妇科医著有宋·薛将仕

的《女科万金方》、明·郑敷政编撰的《薛氏济阴万金

书》以及郑氏后人编撰的《产宝百问》、《薛医产女科

真传要旨》、《坤元是保》等

15

种

[2]

。 大多以问答的形

式论述妇女月经、带下、胎前、产后的生理功能，发

病的病因病机和诊治方法，并分门别类地汇总女科

家传有效的验方、良方与秘方。

笔者从事郑氏妇科学术传承工作十余载，兹不

揣浅陋，谨将郑氏妇科世医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

总结如下。

1

调心养肾，调理冲任治月经失调

郑氏认为女子月经的来潮、周期的形成和转变

与心、肾、冲任密切相关。 气血是月经的主要物质基

础。 气者，生于肾而上主于肺，条畅于肝，肾为经血

之源流。 血者，水谷精微得之心火，变化而赤是为

血。 由此可见心、肾二脏对气血的形成和运行有着

密切关系。 冲脉为“十二经脉之海”，又称“血海”，能

调节十二经气血。 任脉为“阴脉之海”，总任一身阴

经，与全身所有阴经相连，凡精血、津液均为任脉所

司。 冲任两脉皆起于胞中，胞脉系于肾，肾气盛则冲

任通盛而天癸至，肾气衰则冲任虚衰而天癸竭。 在

郑氏历代医著中，先贤调经先重于调气血，以补血

养血活血为功效的四物汤频频出现于这些医家笔

下

[3]

。 在《女科万金方》中，薛氏强调指出：“四物汤专

系乎血，此女科立效方，所以必本乎此！ ”郑氏代表

作《济阴万金方》中共

136

方，其中以四物汤为基本

组方的约占

2/3

。 《内经》云：“诸血者，皆属于心。 ”心

主神明，心既是循环系统的主持者，还是精神活动

的主持者，人的情绪精神活动往往会影响人体内部

激素的分泌而影响月经。 在治法上郑氏遣方用药多

以清心滋肾，宁心补肾，舒心养肾，调理冲任使经血

充盈，冲脉血盛，任脉气通，月经按时而下。 现代医

学也证明：月经的来潮，以及周期的形成和演变主

要是由人体内心 （脑）—肾—子宫生理生殖轴的调

节而成。 因此，月经的正常蓄泄实是心之气火平和，

脾之生化，肾之阴平阳秘 ，冲脉之血盛 ，任脉之气

通，气、血、阴、阳彼此协调和平衡的结果。

2

通调虚实，调整寒热治痛经

《女科千金方》“诸经问答篇”中明确提出痛经

有虚实之分：“问：经水将来而作痛者，何治？ 答曰：

此气涩滞，服七气散加归、芎之类；若过期而痛，则

摘 要 昆山郑氏妇科自宋末起世代业女科，历

29

代，无有间息，迄今已有近

800

年悠久历史，成为中外医学史上

罕见的奇迹和吴门医派中的佼佼者。 其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经后裔不断增益、修改，整理成《女科万金方》等多种医著，

在家族内代代秘传，医效显著。 郑氏妇科在妇科经乱、痛经、闭经、崩漏、脏燥、癥瘕、不孕等

7

个方面学术思想独特，辨证

思路广泛，不仅为传承者提供了宝贵的临床经验，而且也为当今各种妇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拓宽了思路，为今后的研究与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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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虚也。 ”在“调经十五论”中第

2

、

3

、

7

、

11

、

12

条中

更为详细地分析了痛经发生的病因和症状，指出青

春期少女痛经多为脾胃血气虚弱，误食生冷，多表

现为月经后期，来潮时腹部疼痛，得热痛减，恶心呕

吐腹胀。 育龄期妇女痛经因气血虚冷，经脉不调者

表现为月经期紊乱，经来腹部隐痛，淋沥不止；因瘀

血内阻者，表现为月经来潮“肚中块痛”，血块下则

痛减； 因湿热瘀阻者表现为月经来潮腹痛灼热不

适，平素带下量多色黄。 随着郑氏历代先贤的继承

发展，对痛经也有了一个较为完善和全面的辨证论

治体系，郑氏认为：痛经的发病机理是“不通则痛”、

“不荣则痛”，不通者当条达通畅之，不荣者当调气

血阴阳濡养之。 痛经也与患者体质密切相关，有气

血、肾气之虚，同时有寒邪、湿热、瘀血等病因夹杂，

故痛经临床证型不一， 在治疗时先辨别病证属寒、

属热， 再按病人体质虚实的不同加以补虚泄实，以

达到标本同治之效。

3

健脾补肾，通补气血治闭经

郑氏认为女性月经的来潮有赖于天癸，天癸乃

肾之真阴，天癸至则月经至，天癸竭则月经绝，天癸

至一靠肾气充盛，二靠后天脾胃化生水谷精微为气

血滋养子宫。 肾气盛，任脉通，太冲脉盛，脾胃健，冲

任之气盛，源流不断，月事得以时下。 《女科万金方·

诸经问答篇》中指出“妇人室女一生经闭不通，视其

脉不足者，当补气血”。 郑氏《济阴万金方·经闭》曰：

“经闭者，夫经何由而闭也，其病虽有虚血、实血、寒

血、热血、滞血、脱血不同……”郑氏认为闭经的发

病机理有因脏腑功能失调而致冲任气血蓄溢失常，

有因化源不足而无血可下。 但其发病原因不外乎虚

实两端。 虚者，都因肾气不足，肾精亏虚，脾胃虚弱，

气血乏源，冲任血海空虚，胞宫源断其流，无血可

下，治疗当养血为先，理气为要，通补兼施。 实者，多

为气血阻滞，痰湿流注下焦，是血流不通，冲任受

阻，经血不得下行，治疗中气郁血滞型用疏肝解郁，

理气养血；痰湿瘀滞型健脾化痰，祛湿通络；寒凝血

瘀型温经散寒，行血调经。 不能急切图功，一味运用

攻血破气之药。 《薛氏济阴万金书》就曾告诫：“医只

守于攻击，如苏木、蓬术、干漆、蒲黄、桃仁、红花一

切耗血之药，而不知寒温润燥、开滞之法，有几何而

不杀人也哉！ ”

4

滋肾清火，通补冲任治崩漏

崩漏，西医妇科称之为子宫功能性出血。 郑氏

认为女子先天肾气不足，或少女肾气未盛，天癸未

充，或房劳多产损伤肾气，或久病大病伤及肾元，或

七七之年肾气渐衰，天癸渐竭，肾虚不能镇守相火，

导致冲任督三脉失调，均可致崩漏发生。 《女科千金

方·调经十五论》中第七论：“凡妇人二十五六岁，血

气虚冷， 经脉不调……不分信期， 每来淋沥不止

……此血气俱虚，宜服四物补经汤。 ”第八论：“凡妇

人二十七八岁，身体一向虚败，经水不时淋沥不止，

或有成片黑血……只宜调补，不然则成血崩，宜服

正经汤、四物汤。 ”明确指出崩漏本质为肾之亏虚，

变化在气血。 郑氏后人郑绍先在此基础上，根据女

性多思善郁的生理特点， 又提出清心泻火之法，郑

绍先认为“女子属阴，以血为本。 经血之源在心脾，

若思虑过度，心脾亏虚，心火独亢，则月经错乱失

常”。 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对于崩漏的病因，也考虑

到了“瘀”的因素，对崩漏后期淋沥不尽者，常用加

味四物汤以活血养血止血，使补中寓通，流传至今

的郑氏验方“加味逍遥散”体现了郑氏妇科对于崩

漏滋肾清火，通补兼施的独特治疗方法。 方中生地、

女贞子、旱莲滋养肾阴；丹皮、焦山栀清心肝之火；

柴胡、白芍、当归疏肝养血，调补冲任；蒲公英、苦参

清利湿热。 全方水火既济，使阴阳渐趋平衡而崩漏

自愈。

5

补肾宁心，调整阴阳治脏躁

郑氏认为脏躁病的发生和妇女的生理特性密不

可分：一是妇人多性情内向，情志抑郁，忧愁思虑，积

久伤心，劳倦伤脾，心脾耗伤，经血津液化源不足，脏

阴亏虚。 二是妇人因经孕产乳，精血内耗，则五脏失

于濡养，五志之火内动，上扰心神，发为脏躁。五脏失

养则五情异常。肺失濡养在情志为悲，肝失濡养化火

为怒，脾失濡养在情志病变为多思，心失濡养则病变

为过喜。郑氏强调五脏的元阴“肾阴”，注重安定心之

“虚火”， 故在用药上多用甘润滋养之品， 通过养心

血，润肺燥，解肝郁，清痰火等方法达到宁心之效，标

本同治，虚实兼顾，以达到人体阴阳的平衡则病证自

愈。 《济阴万金书》载：“妇人连年生育，血气俱虚，精

神恍惚，时悲时喜，自哭自笑，默默然不欲食，心烦失

眠，夜寐多梦纷纭，乃子脏血虚，受风化热，虚热相

搏，扰乱神明，拟甘麦大枣汤，百合地黄汤主之。 ”方

中以百合地黄汤清心宁火，滋养肾阴，甘麦大枣汤中

小麦能和肝阴之客热， 而养心液， 甘草泻心火而和

胃。 肾阴充足，心火安宁则可止五脏之躁动。

6

调经理气，祛瘀软坚治癥瘕

妇人下腹结块，伴有胀、痛、满或异常出血者，

成为癥瘕，女性生殖系统肿瘤、子宫肌腺症、盆腔炎

性包块等都属于“癥瘕”范畴。 郑氏《妇科百问》曰：

“妇人食癥者，月候来时食生冷之物，脾胃气虚不能

消化，结聚成块，日渐生长而成，用増损四物汤治之

（当归、三棱、川芎、白芍、官桂、蓬术、干漆、干姜）。

血癥者，气血劳伤，月水往来经络痞涩，恶血停结积

年不散而成，用牡丹皮散治之（丹皮、桂心、延胡索、

当归、蓬术、赤芍、牛膝、三棱）。 妇人血瘕，其结聚结

瘕而痛，推移乃动，其发则腹痛，血气上行乃胞中恶

血不散，久则结成。 或由月事不调，如怀胎之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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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经理气为主，用桃仁丸（桃仁、大黄、朴硝各

3g

，蛭

虫

5g

，先将三味同熬好后入朴硝化为丸，如桐子大，

每服

5~7

丸，五更时白汤下）。 郑氏区别了癥瘕之不

同，一般多先有气聚成瘕，日久则血聚为癥，但两者

都与气血密切相关。 大致可分为瘀热内阻、肝郁血

瘀、阴虚痰瘀、寒瘀互阻、肾虚肝郁五个类型，其治

疗方法也灵活多变，有清热化瘀、疏肝理气化瘀、滋

阴降火化瘀、温经散寒化瘀、补肾解郁化瘀等治法。

在用药上也强调痰热湿浊的病理因素，故常在方中

配入炙甲片、鳖甲、淡昆布、海藻、牡蛎、王不留行等

咸寒辛润软坚散结之品。 在化瘀的同时，郑氏也注

重气血的调节，气血是脏腑的物质基础，气血逆乱

则易导致脏腑功能的虚衰，月经的失调。 在治疗癥

瘕的过程中郑氏并非概以行气活血而治之，常根据

临床辨证分别予理气、补气、养血、调经之法以获良

效。

7

育肾保精，温通奇经治不孕

郑氏提出女子不孕主要是由于肾气阴精不足，

或冲、任、督三脉气血失调所致。 《女科要旨》云：“妇

人无子，皆有经水不调，经水所以不调者，皆由内有

七情之伤，外有六淫之感，或气血偏盛，阴阳两乘所

致。 ”肾精是女性怀孕的物质基础，肾气旺盛，精血

充沛，任脉通畅，冲脉盛实，督脉温通，两精相搏，才

能受孕。 在治疗不孕过程中，郑氏注重调节奇经的

重要功能。 奇经主要功能一是沟通十二经脉之间联

系，对十二经脉气血有蓄积渗透作用。 奇经中尤以

任、冲、督三脉对生殖影响较大。 郑氏认为任脉总任

一身之阴经，起于胞中，濡养女子胞宫，使胞宫阴精

充盛。 冲脉能调节十二经气血使女子子宫经血按时

蓄溢，月经按时来潮。 督脉总督一身之阳气，行于背

脊，上行入脑，与脑、脊髓、肾有密切联系。 这些奇经

的血气流畅与月经的来潮以及月经周期中的排卵

都有密切关系，临床施方中常配伍龟版、鳖甲、鹿角

霜、川断等药。 同时也立体动态地观察到女性不同

生理期的子宫气血的内在变化。 根据女性月经期、

排卵期、卵泡期、黄体期不同生理期，肾阴、肾阳的

相互转化，选用不同中药调整子宫内在环境，激发

体内生殖功能，以促进怀孕。 故在各个生理期分别

用不同的药方，通补兼施，调整月经的正常运行，正

所谓“种子之法，皆在调经之中”。

8

结语

郑氏妇科代代相传至今，辨证思路广泛，组方

灵活，用药轻简。 著作文风活泼，问答歌诀，治病保

健，无所不及。 不但为传承者提供了宝贵的临床经

验，而且也为当今各种妇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拓宽了

思路，为今后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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