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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思维来源于《周易·系辞传》，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一种重要的原创性思维，其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

体，通过阴阳、五行、八卦等模型去推知抽象事物，目

的在于宏观把握，执简驭繁，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和全

息性[1]。中医学理论体系建立于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

基础上，人和自然界其他生物一样，禀天地之气化而

生，有共同的物质基础，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等

受气候、季节、日月、星移等自然现象的影响，有一定

规律性，即所谓“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映”。

象思维是中医学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重要

思维模式，是中医学思维方法的核心，渗透于中医理

论和临床实践，从脏腑之象、舌象、脉象，到方剂、中

药的选用都以象思维贯穿其中，故有人把中医学也

叫做“象医学”。王永炎院士将象思维归纳为观天地

以察象，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依象而思虑，据象

以辨证的过程。中医临床诊疗路径之初以象为素，

而最终要达到方证相应[2]。象思维在中医学中的应

用模式包括取象类推、归纳演绎、据象辨证和体象悟

道等[3]。象思维理论在月经生理和月经病病因病机、

治则治法、选方用药等的应用，显示了象思维在妇科

临证中的实际指导意义。 

1 象思维与月经生理

月经是妇女特有的生理现象，是周期性、规律性

的子宫出血，以其一月一次，经恒不变。象思维对月

经生理最早的论述见于《素问·上古天真论》：“女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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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月经如月之盈亏，潮

之有信，三旬一见，故也称为月信。现代名中医尤昭

玲教授根据象思维理论把月经与四季阴阳消长联系

起来[4]，认为月经期胞宫气血由满而溢，重阳必阴，如

秋季；经后期胞宫血海空虚，为阳消阴长之时，如冬

季；排卵期为“氤氲之候”，此时重阴必阳，如春季；

经前期阳长阴消，如夏季。一个月经周期周而复始，

如同四季的交替变换。

对月经产生机制的认识中，妇科名老中医杨家

林教授[5]于1983年首次提出“肾气-天癸-冲任-胞宫

轴心”生殖轴的理论，其指出肾气-天癸-冲任-胞宫

是月经产生的主轴，脏腑-气血-经络的正常生理活

动是月经产生的基础。肾精肾气充盛，天癸通达任

脉所司经、血、津液，并使脏腑之血汇聚于冲脉而使

其血海满溢，冲任二脉相互作用于胞宫而经潮。若

把人比喻成一棵大树，肾犹如大树的树根，根深方能

叶茂。肾气盛，天癸至，五脏安和，冲任调畅，血海按

时满溢，经事方能如期而至。

2 象思维与月经病病因病机

月经病是月经“期、量、色、质”的异常改变，是

妇科常见病甚或疑难痼疾，严重者可影响孕育子嗣。

《景岳全书·妇人规》云：“夫经者常也，一有不调则

失其常度而诸病见矣。”中医学认为人体得病责之

于外因六淫、内因七情、不内外因房劳饮食不节，月

经病的病因也不外乎此。象思维“六淫”病因理论

解释月经病的发生和发展，如天暑地热，迫血妄行，

经水沸溢，则月经先期量多，甚至崩漏；天寒地冷，

冲任阻滞，血脉凝涩，则月经后期量少、痛经，甚或

闭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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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内伤，致脏腑气血

不和，冲任失调，亦可引起月经病的发生。《素问·举

痛论》云：“百病皆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

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

气结。”《素问·阴阳别论》言：“二阳之病发心脾，有

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妇人之病，多起于郁，而郁证

最常见的就是肝郁。《万氏妇人科·调经章》云：“女

子之性，执拗偏急，忿怒妒忌，以伤肝气，肝为血海，

冲任之系。冲任失守，血妄行也。”女子以肝为先天，

若情志不畅，肝气郁结，冲任阻滞，可致月经后期、月

经量少；气滞血瘀，冲任不通可致痛经、闭经甚至积

聚；郁久化火，热伤冲任，迫血妄行，则可导致月经先

期、月经过多、经期延长甚至崩漏。审因辨证就是运

用象思维的过程，象思维贯穿于月经病病因病机分

析过程。

3 象思维与月经病诊断

“有诸内必形诸外”，人体可通过身体的各个方

面反映疾病的相关信息，通过诊察疾病于外的表象

可以推知内在的变化情况，如《灵枢·本脏》言：“视

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古代中医学根据

疾病反映于外的现象来诊断疾病，就采用了象思维

方法。《灵枢·五色》谓：“以五色命藏，青为肝，赤

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进一步诊察到“青

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这是以自然界中的五色

来比喻五脏的病色[7]。通过面部颜色和光泽的变化，

可以反映脏腑气血盛衰的情况，如：面色浮红或颧赤

者，多为肺肾阴虚；面色萎黄少泽者，多为脾虚；面色

晦黯者，多为肾气虚、肾阳虚；目眶暗黑者，多属肝肾

亏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阐述了透过外表现象

认识疾病本质的方法，其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

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色，而知所

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

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

中医对病证的诊断正是根据人的面象、神象、声

象、舌象、脉象等外在之象，充分运用物象或意象，

推论疾病的病因、病机，进一步作出相关病证之象的

判断。中医临床诊断月经病，亦是在象思维的指导

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获得的物象资料，去

伪存真，辨病之先后、标本缓急，辨月经周期等，继而

认识疾病的发展变化趋势[8]。其中舌象和脉象的应

用体现尤为明显，如：舌色淡白者，多为气血两亏，或

阳虚内寒；舌质黯红者，多属气血郁滞；舌有瘀斑、瘀

点者，多属血瘀；脉沉细者，多属肾气虚，多有月经后

期、月经先后无定期、月经量少或崩漏等；脉涩而有

力或滑者，多属血瘀，常有痛经、闭经、经间期出血、

经行头痛等；脉弦数有力者，多属肝郁化热，常有月

经先期、月经过多、经行吐衄等。

4 象思维与月经病治疗

月经病的治则治法也体现了象思维理论。

4.1  月生勿泻，月满勿补  中医学认为人体气血的

虚实变化与月亮的盈亏有关。《素问·八正神明论》

曰：“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

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

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月生无泻，月满无补，

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灵枢·岁露》亦

云：“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至其月郭空，则

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故“月生勿泻，月满

勿补，得时而调之”。在象思维的指导下，认为女子月

经病的治疗亦如此。“因天时而调血气”，根据月经不

同阶段的变化规律巧妙地运用月象周期治疗月经病，

成为历代医家常用的方法。张年顺等[9]提出“上弦调

经，宜温养补益，月望调经，宜理气活血逐瘀”的治疗

方法。上弦月时人与之相应，阴津营血亏虚，对虚寒

型月经病宜温宜补；月圆之时人体血气旺盛，对实寒

型月经病宜疏宜通。以象思维理论指导治疗月经病

当因时、因病、因证或补虚或泻实或补虚泻实相兼。 

4.2  中医调周法  杨秉秀认为中医学“肾-天癸-冲

任-胞宫”系统与西医学“下丘脑-垂体-卵巢-子宫”

环路具有相似的调节作用[10]，所以将月经周期分为

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月经期4个时期，根据4个

阶段的不同特点，遵循月经周期阴阳消长、气血盈亏

变化的节律，参照B超子宫内膜厚度、基础体温曲线

采取中医调周疗法，阶段性、周期性、序贯式用药，燮

理阴阳平衡，以建立规律的月经周期。杨家林教授

从“太过、不及”辨治月经病[11]，也是象思维理论在

月经病中的应用体现。杨教授将月经病按病因病机

和临床症候分为两大类：太过型月经病（月经先期、

月经过多、经期延长、经间期出血、崩漏）与不及型月

经病（月经后期、月经过少、闭经、月经先后不定期），

并以清其太过、补其不足为治疗原则，制定出相应的

清经和补经系列方药调经治疗，临床效果良好。

4.3  治崩之法  崩漏是妇科疑难重症，“塞流”“澄

源”“复旧”，是明·方广《丹溪心法附余》提出的治

崩三法，属于药物保守治疗。三法既有区别，又有内

在联系，塞流需澄源，澄源需复旧。象思维理论认为

治崩犹如治大水，若出血减少或血止后，不能消除致

病原因，则等于将大水堵住而未疏通河道，以后水势

将会更猛，终会再次泛滥成灾[12]。现代名中医贺丰

杰教授基于象思维理论提出用“药刀”——中药子

宫内膜剥脱法代替电刀手段治疗崩漏[13]，属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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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疗法，即将“凋膜止崩膏”应用于宫腔局部，直

接作用于病变部位，使其失去原有的再生能力，从而

达到永久闭经或仅有少量月经之目的。

5 象思维与月经病选方用药

5.1  象思维方剂  方剂是中医理论的载体，历代医

家从中医宏观认识拟出了体现象思维的常用中医妇

科方剂如逍遥散、四物汤、寿胎丸、五子衍宗丸、二至

丸、温经汤、泰山磐石散、清经汤等等。随着科学的

发展，许多方剂从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方面也得到

了微观印证。

5.1.1  逍遥散  中医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象思维的

过程，病证结合、方证相应、药证相对都离不开象

思维。中医妇科象思维方剂应首推《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中的逍遥散。女子以肝为先天，以肝和为贵，

逍遥散作为疏肝法的代表方，清代叶天士就赞其为

“女科圣药”，用于肝郁脾虚证之月经后期、痛经、闭

经、月经量少、经断前后诸证等病，以收疏肝健脾、

气血相合之功。寓意既治病养身又愉悦心情，令人

逍遥自在。现代研究发现逍遥丸具有调节内分泌

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及保肝利胆、改善微循

环、改善胃肠道功能等作用。现今临床上无论中医

西医都把逍遥丸作为常规改善情绪的首选药物，近

几年在抑郁症和焦虑症中的应用居多。研究显示逍

遥丸通过影响神经递质5-羟色胺（5-HT）、多巴胺

（DA），参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以及干预

炎症反应过程起到治疗抑郁和焦虑的作用[14]。中医

宏观辨治和现代药理微观研究，都证实逍遥丸具有

顾名思义之令人欢乐无忧的效果。

逍遥丸治疗疾病达八十多种，涉及妇科、内科、

消化科、儿科以及皮肤科，在临床上广为应用。

5.1.2  四物汤  四物汤最先记载于唐·蔺道人《仙

授理伤续断秘方》。已故妇科专家张文阁教授[15]认

为四物汤方名是古人取类比象而得名。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是四时万物生长变化的自然规律，人身

气血也要依四时规律而有升有降。方中当归甘辛

温润，喻春日融和生发之气；川芎辛温而散，喻夏日

繁荣茂盛茁壮之生机；白芍酸收以成秋令；熟地味

厚以成冬令。四物汤是妇人血病之“主方”，有妇科

“要药”的称号，更有“妇科圣方”的赞语。现代研

究已明确四物汤有促进骨髓造血、改善外周血象、修

复受损红细胞、改变血液流变和类雌激素等作用，

在各类血液疾病、骨科疾病及妇科疾病中广泛应用，

且副作用少[16]。

5.1.3  寿胎丸  寿胎丸出自清代医家张锡纯《医学

衷中参西录》，是治疗滑胎的经典方和首选方。由菟

丝子、桑寄生、续断、阿胶四味药组成，菟丝子、桑寄

生为寄生中药，有吸取他物精气供自身生长之象，胎

儿也是依附母体吸取营养，故用此药之象类比保胎。

张锡纯谓续断“其节之断处，皆有筋骨相连，大有连

属维系之意”，喻固胎防堕。阿胶是血肉有情之品，

由驴皮熬制，而驴的孕期较长，取其“以其迟，挽流产

之速”之寓象安胎以防胎陨。全方配伍严谨，不温不

寒，补而不滞，乃平补肾气之剂。因其药少力专，有

“安胎圣方”之美称。因肾主月经，故临床也广泛用

于月经不调、闭经、崩漏以补肾调经治本。研究表明

寿胎丸具有雌激素样活性，能显著延长黄体期时间，

健全黄体功能，明显提高孕酮水平，使月经周期恢复

正常[17]。还可抑制子宫平滑肌收缩，加强垂体卵巢

促黄体功能，起到防治流产的作用[18]。故寿胎丸集

调经助孕于一身，经不调者可补肾调经，胎不固者可

补肾保胎，在妇产科享有盛名。

5.1.4  二至丸  二至丸出自明代医家吴旻辑所著的

《扶寿精方》，有补养肝肾、滋阴凉血之功。“二至”指

女贞子、旱莲草的采药时节分别为冬夏二至，得四季

阴阳，素有“清上补下第一方”之美誉，是阴阳合一

的象思维方剂，具有滋补肝肾之功效。药简效佳，且

鲜见不良反应。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二至丸

具有抗炎、抗恶性肿瘤、抗氧化、调节免疫及改善血

流变等诸多功效[19]。

5.1.5  温经汤  张仲景《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

并治第二十二》之温经汤有温经散寒、养血祛瘀之

效，治疗冲任虚寒、瘀血阻滞之病，温经汤有“欲通

先充”“增水行舟”之意，化源充足，月经自下[20]。

增水行舟亦是象思维治疗方法。温经汤被后世医

家称为妇科调经之“祖方”，用于治疗闭经、月经不

调、痛经、崩漏等几乎所有的月经病。实验研究证

实该方具有改善血流、抗炎、镇静止痛、促进排卵、

双向调节促黄体生成素和促卵泡生成素、提高免疫

力等作用[21-23]。

中医辨证论治过程可以认为是一个象思维的过

程。随着象思维研究的深入，把微观实验和技术运

用到中医学中，将宏观象与微观象结合起来，必将提

高中医临床诊疗水平[22]。

5.2  象思维药物  象思维在中药学中的应用较为广

泛，药象理论认为中药的作用原理与其自身的物象

例如形态、质地、部位、颜色、气味等密切相关，其功

用是通过运用象思维来认识的，然后再试用于人体，

并加以总结而成，取其“象”相似而“用”相通，以此

来推断药物所具有的功效[23]。通过药象思维更易直

观、形象地了解中药的功效与临床应用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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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法象药理，中医妇科象思维药物涉及多种。

如花为植物的生殖器官，质轻体薄，药性柔和，大都

为升浮之品，能疏畅气机，调达气血，善开放。故中

医妇科名医尤昭玲教授认为女人似花，擅用玫瑰花、

绿萼梅、合欢花等开郁解闭，用红花、月季花、牡丹花

等收活血调经之效[25]。

当归素有“药王”之称，是妇科专药的代表。《本

草纲目·草部》从象思维角度解释当归药性，其言：

“人身法象天地，则治上当用头，治中当用身，治下当

用尾，通治则全用。”当归甘温质润，富含阴液之象，

故以补血养阴为主攻。川芎辛温香窜，行血中之气，

上行巅顶，下入血海，旁通四肢，外达皮毛，具有活

血祛瘀、行气开郁、祛风止痛之效。阿胶、紫河车、

龟甲等血肉有情之品，能填补精血，故肾精不足、冲

任亏虚型月经病常常选用这类药物，所谓以情治病。

古贤叶天士用牡蛎壳治疗产妇交骨不合、取南瓜蒂

安胎等，今用皂角刺治疗乳汁不下、输卵管不通，促

排卵，应用其形如锥、其性锐利之功都是取其意象

而用之[26]，所谓以形治病。应用法象药理时，有时正

取其象，有时反取其象[27]，如桑寄生由桑之精气所

生，又于枝间生小树，是有子之象，临床用于安胎保

胎属于正取其象，疗效确切。《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对妊娠病禁忌中药“有故无殒，亦无陨也”的治疗原

则就是反取其象。

象思维法认为，中医治疗疾病其实就是以中药

之象调整或治疗患者的病象[28]。用象思维法参悟中

药的性味功效，用之得当，融入科学与人文思想，常

使医患双方获益。

6 病案举隅

张某，女，28岁。2018年5月7日初诊。

主诉：月经推后量少2年，结婚半年未避孕未

孕。患者14岁月经初潮，周期、经期、经量正常。2

年前因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出现月经推迟，周期

35~45  d，经期3~5  d，经量渐少，色暗红，有血块，伴

乳胀腰酸腹痛，曾间断服用乌鸡白凤丸、逍遥丸治

疗，效果不明显。末次月经2018年4月1日。半年前

结婚未避孕未孕，男方精液化验无异常。刻诊：月经

推后1周未潮，胸胁胀痛，腰酸腹胀，眠差多梦，面色

少华，情绪低落，易腹泻，舌暗紫、苔薄白，脉沉弦细。

尿妊娠试验（-）。妇科检查：未及异常；B超：子宫附

件未见明显异常。中医诊断：月经后期，月经过少。

辨证属肝郁肾虚，冲任失调。治法：疏肝补肾，理冲

调经。予以逍遥丸、寿胎丸、四物汤加减。处方：

醋 柴 胡15  g，炒白 芍10  g，当 归12  g，茯 苓

10  g，白术10  g，盐菟丝子15  g，桑寄生12  g，续

断12  g，川芎12  g，熟地黄12  g，郁金12  g，合欢皮

15  g，鸡血藤15  g，醋香附10  g。7剂，日1剂，水煎

至400  mL，分早晚空腹服，经期不停药。嘱其于月

经来潮第1天开始每日测基础体温并记录。

5月19日二诊：服药4剂月经于5月11日来潮，

继服3剂停药。经期4  d，经量较前稍增多，色暗红，

血块较前减少，感腰酸，大小便正常，舌黯苔白，脉沉

细。治宜补肾疏肝，养血固冲。在初诊方基础上加

二至丸、逍遥丸、寿胎丸加减。处方：女贞子15  g，

墨旱莲10  g，醋柴胡10  g，白芍10  g，当归10  g，川

芎6  g，熟地黄10  g，蜜百合15  g，茯苓12  g，菟丝子

12  g，续断6  g，桑寄生12  g。7剂，煎服法同前。继

续监测基础体温。

5月25日三诊：诉精神情绪转佳，睡眠改善。查

舌黯苔薄白，脉弦细，基础体温单相。适逢排卵前

期，方用逍遥丸、二仙汤、四物汤加减以疏肝养血、补

肾温阳。处方：醋柴胡12  g，白芍12  g，当归10  g，

茯苓10  g，白术10  g，薏苡仁20  g，川芎12  g，熟地

黄12  g，仙茅10  g，淫羊藿10  g，玫瑰花5  g，合欢皮

15  g，佛手10  g，蜜百合15  g，皂角刺10  g。7剂，煎

服法同前。

6月2日 四 诊：基 础 体 温 呈 双 相，高 温 相

36.7~36.9  ℃，已持续3  d。纳便眠正常。舌淡、苔薄

白，脉弦。治宜舒肝补肾，理冲调经。处方：醋柴胡

15  g，白芍10  g，当归15  g，茯苓10  g，白术10  g，盐

菟丝子12  g，桑寄生12  g，续断12  g，川芎12  g，首

乌藤15  g，醋香附10  g。7剂。

6月18日五诊：服药后月经于6月12日按期来

潮，周期32  d，经期5  d，月经量较前增多，色红无

血块。

如 此 按 周 期 调 理3个 月 月 经 转 常，周 期

30~32  d，经期4~5  d，经量正常，乳胀腰酸腹痛消

失，纳便眠正常，基础体温双向。治疗至第4个月经

周期如愿怀孕，足月顺产。 

按语：患者工作压力大，心情拂郁，肝气不舒，

加之熬夜，日久伤肾，以致肝郁肾虚，冲任失调，而月

经后期量少，婚后半年未孕。初诊时月经推后1周

未潮，虽化验尿妊娠试验阴性，但就诊前3  d有性生

活，不排除受孕可能，治疗应慎用破血通经药，故选

用象思维方剂逍遥散、寿胎丸和四物汤加减，疏肝

补肾、理冲调经。目的有二，一是如受孕则安胎，二

是若未孕则通经。服药4剂月经来潮，仍量少，有血

块。二诊时明确患者未孕，考虑患者肾虚，加之经后

处于血海空虚，脉证相参，宜补肾养阴、舒肝养血以

助长阴精，方用象思维方剂二至丸、寿胎丸、逍遥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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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方中加蜜百合，与地黄合用为百合地黄汤，养

心安神，使心肾相交。三诊时患者精神情绪转佳，睡

眠改善，正值重阴转阳氤氲期，用仙茅、淫羊藿补肾

温阳，逍遥四物汤舒肝养血，加皂角刺、薏苡仁助排

卵，加象思维药玫瑰花寓爱情美满，用合欢令其欢

乐无忧，用百合祝福百年好合，用佛手代表医生如

送子观音，使患者怡情安神，悦性承欢，以促“阴阳

合，故能有子”（《素问·上古天真论》）。四诊时适

逢经前期，阴消阳长，渐致重阳，故按初诊意疏肝补

肾、理冲调经助孕。五诊时诉月经按时来潮，继续在

经前期、经后期、氤氲期用象思维理论辨证选方，加

减用药，如此天人相应，人药相融，达“人与天地相

参，与日月相映”和谐之效，以致经调孕成，“夫胎以

阳生阴长，气行血随，营卫调和，则及期而产”（《景

岳全书·妇人规》）。象思维体现在患者月经不调的

病因病机分析、治则治法及选方用药的整个过程中，

达到身心并治之效。

7 结语

象思维是中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结晶，具有

哲学和科学的双重内涵，蕴含科学与人文双重属性。

早在《素问·五运行大论》中有曰：“天地万物者，不

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相统一，

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脏腑气血均可与自然界比

拟，象思维是中医学的核心，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深

刻而广泛的。充分认识运用象思维，能更加深刻地

领悟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和形神一体的思想，

以自然界有形可见之物探讨人体，从整体性、周期性

等多个角度为临证对月经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及诊断

治疗、遣方用药提供思路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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