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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玄机》为明代医家陶本学所撰，成书于公

元

1621

年，后经清代学者抄录而存世。陶本学，字泗

源，别号会稽山人。其生平事迹，正史中无明确记载。

但据《孕育玄机·自序》推测，陶氏当生于明嘉靖三十

年前后，主要行医时间应为明万历至天启年间。除著

有《孕育玄机》外，另著《脉证治例辨疑》十二卷、《百

段锦》一卷，今存抄本

[1]

。 陶氏潜心岐黄数十载，深知

“病在旦夕，变在须臾”，主张临证之际，需明析病机，

虚实补泻，圆机活法，于胸中当有定见，切不可“以狐

疑之心，投含糊孟浪之剂”，否则犹如“夜行无烛，鲜

不颠仆”。 因慨“世人有妇人之专科，而无胎产之良

决”，纵使前贤已有陈自明、薛己之论，《产宝》《便产》

之方，然片珠碎玉，散在各处，未成系统，自难尽其

妙，使学者无所适从。故而旁求博采，参以己验，斟酌

损益，条分缕析，汇辑成册，正如序中所说：“不佞生

平殚心斯道，兼以室人多患胎产之危，益加研砺。 幸

而苍苍默佑，得其治理而起。 故有一得者，愚敢不尽

述以告同志乎？ ”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该书分为三卷，共

127

篇。上卷

11

篇，论月经病

的证治；中卷

48

篇，论种子、保胎之法，其中涉及不

孕症机理的阐发、 妊娠期常见疾病的证治等； 下卷

46

篇，论生产、产后调护等事宜。 全书脉络清晰，理

法完备，以孕育为中心，推而广之，枝叶分明，广而不

杂，且说理晓畅，有理有据，述及医理之幽隐难明处，

往往令人击节称快。 因此，研习本书，对继承和发扬

现代中医优秀传统文化和指导现代中医临床深入认

识病机、准确辨证选方，均具有独特的科研和临床价

值。陶氏熔陈自明、朱丹溪、薛己等诸家精粹于一炉，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该书的主要学术思想

[2]

，不当之处，请学者不吝赐教。

1

勤采众长 独出心裁

陶氏遍历经典，旁求陈自明、薛己等诸家言论，广

泛吸纳前贤精华，而又绝不盲从，能结合自身数十年

之临床经验，加以研究发挥，围绕孕育胎产相关疾病，

抽丝剥茧，有理有据，提出了许多新颖、精辟的论点。

1.1

胎脉诊法，应以左寸心脉为主 《胎脉》篇中陶

氏关于诊视胎脉的看法就与时医不同。 时医诊视胎

脉，多遵诸家训解，以尺脉为主，但其在临床中发现

这并不灵验。 陶氏遵《素问·平人气象论》

[3]29

“妇人手

少阴动甚，妊子也”之言，认为“夫手少阴言左寸心

脉也”，明确提出诊视胎脉，当以左寸心脉为主，并

且证之临床，无有不验。 “所以然者，以心主血脉，

女人受胎后，血不下脱，积以养胎，彼荣气所化之

血，既皆心之所统，则所见之脉，安得不实盛而鼓

动耶？ ”

[2]20

后言王冰解经时改手为足，朱丹溪等注

家从而和之，故医者多以尺脉诊视胎脉，然皆悖离

经旨，可惜之至。 观其所述，上可勤采众长，下能独

出心裁，可谓善学勤思的典范。

1.2

力倡产前补益气血 朱丹溪曾主张产后须大

补气血为主，后世医家多遵而从之。 但是陶氏结合

自身临床经验， 富有创见地提出产前更宜大补气

血，认为“世人之人壮者寡而弱者多”，产前大补气

血，一则可以养胎；二则可以预防难产；三则可以未

病先防，预防产后诸病。 而产后方补气血，尤既病乃

治，“不为治产之长策”。

纵览全书，独具匠心处，比比皆是，学者如能借

鉴之，对于纠正临床认识的误区、启发临证思维、提

高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当大有帮助。

2

孕育之道 首在调经

《孕育玄机·调经》 开篇明义即指出：“欲使生

《孕育玄机》学术思想撷英

王明华 庄礼兴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广州

510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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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在于调经。 若使经不调而生育者，未之能也。 ”故

而陶氏在本书上卷即论及诸多月经不调症的证治，

旨在强调月经正常是孕育的先决条件。 他援引《素

问·上古天真论》

[3]1

“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

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的论断，认为任冲通

调，气血和平，不受寒热等邪气侵扰，则月经按时来

潮。 月经正常的前提下，把握交合的时间，则受孕成

功的概率较大， 正如文中所言：“以和平之气血，而

交合以时，则胎孕成矣”。

如果气血不和，经脉不调，则“生生之机灭”，此

时，当以调经为务。 不调之症诸多，或先或后，或闭

或崩，或行而作痛，或行而不止，不一而足。 书中列

举了经行先后、经血妄行、经行作痛，月水不断等常

见妇人月经病的病机、治法、方药，并附有众多验

案。 陶氏调经思想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2.1

重视顺气养血 陶氏认为 “妇人经行诸病，多

因气盛血虚之”，故调经以顺气养血为先。笔者以为，

顺养二字，需作因势利导之意看，不可囿于行气活血

之一隅。 陶氏在《经行作痛》篇就曾记载：一妇人，凡

月水欲来，腹痛异常，医以其素性多怒，予服行气活

血之药，经血即来，痛可暂安，然不能除根，每月如

此，痛不可耐

[2]7

。后经陶氏诊察后，知其气血两亏，不

可疏利，而以八珍汤兼顺气之药，服之而愈。 辨治之

法，陶氏在各篇论述详尽，总以调和气血为妙。

2.2

重视心、肝、脾三脏 妇人以血为本，与心、肝、

脾三脏关系尤其密切。 陶氏《血崩》篇中按曰：“天地

生人，气与血也。 惟外不伤于劳役，内不伤于七情，

则气血冲和，主于心，藏于肝，统于脾”，“夫君主之

官伤则血无所主，乃妄行而下；将军之官伤则血无

所归，乃不循经而下；仓廪之官伤则血无统摄，乃脱

陷而下。 倾刻之间，大下升斗者，谓之崩。 崩之日久，

淋沥不止者，谓之淋。 皆以三精亏损，失其禁固之权

也”，首先论述气血与心、肝、脾三脏相关的生理病

理；其后提出治法：“伤心者，以补心为主；伤肝者，

以平肝为主；伤脾者，以补脾为主。 佐以升举、止涩、

凉血之药可也”。 如果见到出血，不详求病机，一味

以芩、连、栀、柏等凉血抑或牡蛎、棕榈灰等涩血之

药治之，无异于舍本逐末，反致其败。

2.3

重视调理情志 陶氏重视情志变化对妇人月

经的影响，书中多处均有谈及。 《月水不断》篇：“余

思世俗妇人，纵性者多怒，多怒则肝伤”；《经闭》篇：

“大抵妇人女子……拂郁者恒多”。 《经闭》篇记载：

一妇人，因怒而郁致使月经半年不行，兼见夜热、咳

嗽、吐血、喉疮等症，众医皆视为危候，而陶氏以远

志、枣仁、枸杞子、生地等补心生血解郁之药治之，

嘱家人顺其意、和其情，一月之内，诸症皆消。

3

无子之因 不独妇人

书中详细论述了不孕的病因及病机，并记载了近

20

首种子方。 《无子之因》云：“无子者，其因不同，不

独妇人之无生也”，反对单纯、盲目地将不孕的原因责

之于妇人，明确提出不孕的原因很多，除妇女月经不

调外，男子禀赋不足、嗜欲过度等也能导致不孕。在治

疗不孕症时，强调不唯独治女，而应男女同治。 另外，

陶氏还指出，成功受孕，不仅需要男女康健，如果男女

双方两情相悦、情投意合，则孕育成功的概率更大。在

封建时代，能有这些思想，实为难能可贵。

4

产前产后 善加调摄

本书要言不烦地记载了诸多产前、 产后调养事

宜。 如《生产事宜》篇记载：怀妊八九月以后，注意适

当活动，切勿久坐、久睡、过劳，气机条畅，利于生产；

腹痛未产之前，如觉心烦、口渴，可用滚白水调蜂蜜

一勺后慢慢饮下，切不可忍饥忍渴；临产时需保证产

房干净整洁，不可令一切闲杂人等进入等等。

《产后药忌》引丹溪言：“产后须大补气血，虽有杂

症，以末治之。”陶氏在诊治产后病过程中，宗丹溪、薛

己之说，反对产后贸用寒凉的做法，认为“脾为生化之

源， 不可伤也”，“百脉空虚， 所借以复其既亏之气血

者，赖脾胃之中一点化生之机，刺激不可以寒凉之药

再伤而遏绝之也”， 时刻注意顾护脾胃。 除禁用寒凉

外，过于发散、温燥、通利之药也属慎用或禁用。

产后诸症各篇，陶氏立法、选方务求精当实用，在

具体运用时又能灵活发挥，切合病症。 如：薛己常用加

减芎归汤治疗难产，云其有神功。加减芎归汤原方药物

组成为：当归、川芎、龟版、血余炭。 陶氏于原方中加入

人参、益母草后，尤见奇效，并举数则验案佐证之，不禁

赞叹道：“万发万中，保产之药，胜于诸方，倍万万矣。 ”

陶本学的《孕育玄机》以孕育为主题，阐述了妇

人常见疾病的证治。 全书脉络清晰，理法完备，为一

部实用性较高的妇产科专著。 虽然它受时代局限而

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白璧微瑕，我们应该以谦

和、包容的姿态，去看待前贤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囿

于篇幅，难以尽言其妙，学者可自行参看。 以上仅为

个人浅见，不足之处，请诸位高贤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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