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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冲脉上冲，犯胃为呕。”治疗以紫石英温冲降气镇

逆为主，配以鹿角霜、肉苁蓉、当归、小茴香、杜仲、茯

苓通补奇经。久病奇经虚损应以入奇经之血肉有情

之品填精补髓，而不宜久服地黄、山萸肉等，恐其滋

腻碍胃。如《叶天士医案精华》所述：“萸地滋滞，久

服胃伤，食减呕逆，皆因浊味滞气而然……久病形消

肉脱，议以精血有情，涵养生气。用鲜河车水煮捣烂

入山药、建莲，丸如桐子大清晨人参汤送下。”这些

理念对我们治疗晚期肿瘤患者有恶病质表现者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5 结语

叶氏对癥瘕奇经辨治有较多创见，是其奇经理

论重要组成部分。他在秉承经旨的基础上将癥瘕病

位定位于冲任奇经，兼及肝肾、脾胃。在癥瘕病因病

机的认识上提出以情志因素导致冲任奇经气血痹阻

为常见，久病损及奇经也可致癥瘕，尤其是创造性地

将奇经理论与络病理论相结合，指明了奇经与络脉

生理病理上的联系。治疗上除了常规疏肝解郁、通

调气血等消癥散结之法外，常用通补奇经法和奇经

络脉治法，而且重视与肝肾、脾胃脏腑的关系，指出

奇经用药与常规正经用药的差异，特色鲜明。治疗

上强调攻宜缓宜曲，补忌涩忌呆，喜以丸药缓图，时

时顾护胃气。认真学习叶氏这些临床经验和奇经理

论的精妙应用，对我们中医肿瘤临床实践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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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己（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吴郡（今

江苏苏州）人。自幼从其父学医业，得父薛铠之传。

其治学严谨，勤求古训，尊古而不泥于古，并吸取诸

家之所长，融会贯通，自立一家之言，于内、外、妇、

儿、骨伤诸科无不精通，学术造诣极高。薛氏对妇人

月经病的论治既继承《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

理论之精华，同时又采纳李杲等历代医家的学术思

想，并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创立了独特的辨证

论治体系。其中《女科撮要》是薛己“掌医院及归

田，凡所治疗获效”的理论及临床经验荟萃，是一部

理、法、方、药完备且将妇科与产科疾病分类证治的

妇产科专著，对中医妇产科学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

极大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深远。现就《女科撮要》

一书中有关妇人调经的学术特色作如下探析，以飨

同道。

1 调经辨证，立足肝脾

月经病虽涉及诸多脏腑，但却常与肝脾二脏密

切相关，薛氏在《校注妇人良方》中对月事失调直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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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地指出：“脾统血，肝藏血，此症多因恚怒伤肝，

郁结伤脾所致，当从二经为主，而参以前论治。”[1]其

调经之法正是十分注重肝脾之间的调和，兼顾其他。

薛氏认为，肝藏血，脾统血，肝脾和而经自通，肝脾

不和，则营卫之气不能调达，精血不能灌溉，故其在

《女科撮要》后序中言道“……疾则女恒多于男者，

盖以阳尝散缓，阴多凝蓄……而肝脾不得其平，矧且

益之经、乳、胎、产，变态百端，良由是尔”[2]1。如他

又在经水不调中说“盖血生于脾土，故云脾统血。凡

血病当用苦甘之剂，以助其阳气而生阴血，俱属不

足。大凡肝脾血燥，四物为主；肝脾血弱，补中益气

为主；肝脾郁结，归脾汤为主；肝经怒火，加味逍遥为

主”[2]1。在论述病机时，“肝脾”二字频繁出现，由此

可见，薛氏调经中尤其注重肝脾二脏的调平，此治法

在其书诸多调经案例中亦多有出现。如“西宾钱思

习子室年三十，尚无嗣，月经淋沥无期，夫妇异处者

几年矣……此郁怒伤肝，脾虚火动，而血不归经，乃

肝不能藏，脾不能摄也，当清肝火，补脾气”[2]6。类

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清代医家王应震正是在薛己调

经法的影响下，提出：“肝脾之气调达，不行经而天癸

自至矣。若此时而用破血通经之剂，则冲任益损，不

惟无益，反增其病矣。”[3]

2 解肝脾郁，养血生气

提起“解郁”一词，自然会联想起肝脏，中医认

为“肝喜条达”“肝主疏泄”，因此中医有疏肝解郁之

法。而薛氏在调经中，不滥用疏肝伐肝之剂，解郁时

常以妇人气血的盈亏为前提，对肝郁的治疗多兼顾

其气血，如在疏肝之剂中常加山茱萸、麦门冬等滋阴

养血之药，或合四物汤之剂以顾护其气血。薛氏在

妇人月经病的解郁之法内容中并不只有解肝之郁，

还有解脾之郁，甚至是解肝脾之郁。且在治法中更

是别开生面地用归脾汤解郁，如在其经候不调中有

言：“脾经郁滞者，归脾汤。”[2]1又在经漏不止中言：

“脾经郁火者，归脾汤加山栀、柴胡、丹皮。”[2]9又如

在《女科撮要·带下》中记载：“一孀妇腹胀胁痛，

内热晡热，月经不调，肢体酸麻，不时吐痰，或用清

气化痰，喉间不利，带下青黄，腹胁膨胀；用行气之

剂，胸膈不利，肢体时麻，此郁怒伤损肝脾，前药益甚

也。朝用归脾汤以解脾郁、生脾气……。”[2]16此外，

薛氏曾治一“不时有血如经行”的妇人，在其案例后

有言：“余以为肝脾郁火血燥，先以逍遥散加酒炒黑

龙胆一钱、山栀一钱五分，二剂肿痛顿退，又二剂而

全消。再用归脾加炒栀、贝母，诸症悉愈。”[2]10因此，

纵观《女科撮要》一书调经解郁的案例，归脾汤的运

用频率非常高。对于归脾汤，除了众所周知的能补

养心脾的功用之外，薛氏更是在书中直言其能“解脾

郁生脾气”“解郁结而生脾血”。这些医案及理论，也

充分反映了薛己调经重视妇人气血、解郁不离养血

生气的思想。

3 妙用五行，滋养化源

五脏在五行中的生克制化，是古代医家在“天

人相应”的哲学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实践，逐渐抽

象升华而总结的理论。李梴云：“五脏病机，不离五

行生克制化之理，所以有脏腑虚实乘胜之病。”[4]薛

氏对五行生克制化理论尤为重视，常用此理论以明

辨人体脏腑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达到其“治病必

求于本”的治疗目的。如薛氏在经候不调中载：“一

妇人性沉静，勤于女工，善怒，小腹内结一块，或作

痛，或痞闷，月经不调，恪服伐肝之剂，内热寒热，胸

膈不利，饮食不甘，形体日瘦，牙龈蚀烂”，薛氏认为

“此脾土不能生肺金，肺金不能生肾水，肾水不能生

肝木”[2]2，并吸取《内经》的“资其化源”学说，提出

了“滋化源”的独特治疗方法，且内容较之《内经》

有更大的发挥。此治法不仅是薛氏调经的一大特

色，也是薛氏整个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在其众多

著述中皆有论述，在此不一一详述。陈照甫对薛氏

“滋化源”治法思想总结为“滋养化源、当补脾土；

补脾不效、当责肾命；脾肾同治、化源不竭”[5]。

4 重视七情，攻补有法

中医把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

称为七情，正常的七情变化不会导致人体发病，只

有在七情发生过度变化才会引发诸多疾病，而妇人

更是容易受七情内伤的影响，究其原因，正如《医宗

金鉴》[6]所言：“妇人从人，凡事不得专主，忧思忿怒，

郁气所伤，故经病因于七情者居多。盖以血之行止

顺逆，皆由一气率之而行也。”薛氏认为七情内伤

乃是引起妇人月经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女科撮

要·经漏不止》载：“一妇人因怒崩血，久不已……

用小柴胡合四物，以清肝火生肝血，又用归脾、补中

二汤，以益脾气生肝血而瘥。”[2]11由此可见，薛己

在月经论治中十分重视情志的调摄，不仅如此，薛

氏更是强调性格所致的月经疾病，应慎用攻伐之

剂，治法当注重培脾胃以滋化源，如《女科撮要·经

候不调》载：“一妇人善怒，经不调，唇肿裂，服消毒

药，唇胀出血，年余矣。余曰：当培养脾胃，以滋化

源。不信，仍服前药及追蚀，状如翻花瘤而死。”[2]7

同篇，薛氏在描述一性情喜怒的妇人产后唇肿内热

而数次使用清热败毒、降火化痰、理气消导等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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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剂导致症状加重且引发经闭的案例中，他提出：

“病本七情，肝脾亏损，数行攻伐，元气益虚故耳，法

当补阴益阳。”[2]8

5 注重整体，治病求本

从薛己《女科撮要》有关妇人调经的医案中可

见，薛氏在治病中重视整体辨证分析，不被表象所

迷惑，其见胀满之象，未必用理气之剂，如《女科撮

要·经候不调》曰：“……后又怒，胁乳作胀，肚腹作

痛，呕吐酸涎，饮食不入，小水不利，此是怒动肝木

克脾土，乃用补脾气、养脾血而愈。”[2]8见水湿停积

肿胀之象，未必用利水逐水之剂，如《女科撮要·经

候不调》所言：“一妇人年四十，素性急，先因饮食难

化，月经不调……肚腹肿胀，小便不利；加猪苓、泽

泻，痰喘气急，手足厥冷，头面肢体肿胀，指按成窟，

脉沉细，右寸为甚。余曰：此脾肺之气虚寒，不能通

调水道，下输膀胱，渗泄之令不行，生化之气不运。

即东垣所云：水饮留积，若土之在雨中，则为泥矣，得

和风暖日，水湿去而阳化自然，万物生长。喜其脉相

应，遂与金匮加减肾气丸料服之，小便即通，数剂肿

胀消半……。”[2]4薛己治本的内涵是强调通过调节

脏腑的关系和功能以达到调节机体自身的愈病能力，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拮抗治病思路[7]。

6 调经用药，顺应天时

中医学认为，人体阴阳气血随天时阴阳盛衰而变

化，正如《内经》所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

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月郭空则海

水东盛，人气血虚。”[8]尤其是妇人经水，所谓“月信

有期”，本身就有时的规律。薛己继承《内经》思想，

处方用药上遵循昼夜阴阳消长规律，利用天道阴阳之

性助药力发挥，在《女科撮要·经候不调》中载：“一

妇人内热作渴，饮食少思，腹内近左初如鸡卵，渐大

四寸许，经水三月一至，肢体消瘦，齿颊似疮，脉洪数

而虚，左关尤甚，此肝脾郁结之症，外贴阿魏膏，午前

用补中益气汤，午后以加味归脾汤。”[2]1午前大自然

阳气升发，故午前用补中益气汤以顺自然之性助人身

阳气升发，午后大自然阳气收敛阴气渐盛，故午后用

归脾汤养阴血。采用顺天时服法调经，正是薛己治病

取得疗效的关键因素。服法之重要性，正如徐灵胎在

《医学源流论·服药法论》中开篇所言：“病之愈不愈，

不但方必中病，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

无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9]

7 结语

综上所述，薛己对于月经病的辨治思想独具一

格，可归纳为以上六个方面，于临床治验显著。而

且，纵观其内、外、妇、儿诸著作，此六法贯穿其中，

是薛氏整个辨治体系的精髓所在，犹如医圣张仲景

以“六经”统领“伤寒”，可谓效仿古圣而又自成一

家。薛氏高屋建瓴，以简驭繁的大医思想值得后世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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