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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门棒喝（初集）》医易思想探讨

丁立维，刘　珊，熊益亮，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医门棒喝（初集）》体现了清代医家章楠的医易思想，主要表现在“医易同出阴阳太极之源”和“《易

经》论治世，医经论治身，应重其理而非其辞”两个方面。章楠在书中创造性地以十二辟卦解释了风寒暑湿燥

火，以河洛数理论述了“土为太极之廓”的重土思想，并以“易与医皆为中和之道”反驳张景岳“阳少阴多，扶阳

抑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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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门棒喝（初集）》为清代医家章楠所作。章楠

字虚谷，生卒年未有明确记载，当在叶天士、吴鞠通

等人之后，约生活在乾隆中后期至道光年间。《医门

棒喝（初集）》是一部医论性质的著作，共４卷，其卷

一、卷三皆有多处论及医易之理，医易同源与会通的

思想更是贯穿全书，此书是研究清代中期医易思想

的重要文献之一，值得深入探讨。

章楠的医易思想主要表现在“医易同出阴阳太

极之源”以及“《易经》论治世，医经论治身，应重其理

而非其辞”两个方面。

１　医易同出阴阳太极之源

《医门棒喝》首篇《六气阴阳论》便提到：“《内经》

言六气者，风寒暑湿燥火也。六气各异，变化无穷。

要不出乎阴阳，阴阳由混元一气而生。一气者，太极

也；阴阳者，易之 也；六气者，易之六爻也；八风方

位，即八卦也。阴阳相生，六气变化，八风转旋，而万

物生长化收藏，以至疾病疴痒。犹易之阴阳相交，六

爻变动，而至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错综交

易，而吉凶悔吝之兆，变现无尽也。羲圣作八卦以垂

象，轩岐论六气以明病，同出阴阳太极之源。前圣后

圣，其揆一也。”［１］１

八卦为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作，后由文王

推演为六十四卦，是描述天地万物规律之象，而医亦

是取象天地，研究人生长壮老已的学问，两者所涉及

的阴阳观念同出一源是显而易见的。《周易》并非阴

阳学说的起源，却是阴阳学说的集大成者，在此之

前，并没有发现其他专门论述阴阳的文献资料，故可

言《内经》的阴阳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周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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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并将《周易》的阴阳理论加以改进吸收入中医

理论体系。同样，象数思维模型作为易学的基本思

维模型，在中医学中亦得到广泛运用［２］。

章楠在《医门棒喝》中便以卦象阐释了《内经》六

气的阴阳进退之理，又借河图生成之数论述“土为太

极之廓”的重土思想。

１．１　以十二消息卦释六气　章楠认为，六气名虽有

六，实则阴阳二气之进退而已，而阴阳之进退，太极

之一动一静而已。所以在《六气阴阳论》中，章楠以

十二消息卦来解释六气阴阳进退。

十二消息卦由西汉孟喜提出，也称为十二辟卦，

用这十二卦代表一年节气中的中气，十二卦的七十

二爻则分别代表七十二候。爻的刚柔变化正体现了

阴阳二气消长的过程。

厥阴风木对应兑下坤上的临卦，两阳渐进微动，

象木之萌芽，此时阳弱阴强，所以风为阴中之阳。释

少阴君火与少阳相火，章楠则以乾下震上的大壮卦

象火之始燃，其体尚静，“象君之神明端拱南面无

为”［１］９，而以六爻皆阳的乾卦象火之发焰，“若相之

出其经纶，利济天下”［１］９，也正符合了《内经》“君火

以明，相火以位”之言。

章楠认为，阳气微动为风，阳气既旺为火，阴气

微动为湿，阴气既旺为寒。而太阴湿土之气对应的

正为二阴在下四阳在上的遁卦，其节为大暑，湿由土

中而生，蒸蒸而上。故暑为火与湿二气相合而成，此

时阳盛于外，阴长于内，所以暑为阳中之阴。至四阴

下生二阳在上的观卦之时，则阴旺阳微，上为动风，

下为凝寒，故湿收化燥，即阳明燥金司令。

又以阴阳之上下进退释风燥之异，“季冬之二阳

在下，四阴在上，风动于下，寒凝于上，其阳从阴而化

燥，则水冰地坼。特因阳气渐进，以进者为主，故不

名燥而名风也。仲秋二阳在上，四阴在下，风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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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寒凝于下。亦阳从阴而化燥，故万物坚干。以阴

气渐进为主，故不名风而名燥也。”［１］１０诸如此类的

论理方式在书中还有许多，这种以十二辟卦阐释六

气转换，从具体的阴爻阳爻的推荡中体悟六气寒热

本质的方式，深入浅出，清晰易懂。

章楠从论天之六气转而论人之受邪，既能重视

六气流行为病的外邪之因，又注意到人之禀质各殊，

需区别对待。且主气有常而客气变换，以客加主，变

化则出。《内经》所列六气，不过示人以规矩。规矩

不可死守，而需融会。如《素问·热论篇》言：“先夏

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后世遂多以暑

为相火病。然而按阴阳进退之理审其气候，“五月夏

至，一阴生于下，阴弱阳旺，则阴从阳而化湿，七月立

秋，三阴生于下，阴阳两平，各守其位，则不化湿，而

潮气即收，八月四阴下生，阴旺阳弱，则阳从阴而化

燥矣”［１］１２。所以《内经》言“夏伤于暑”“秋伤燥”“冬

伤寒”“春伤风”，四时六气之义已蕴其中。

１．２　以河洛数论土为太极之廓　章楠在《太极五行

发挥》一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土为太极之廓”的观

点，认为四象有用无体，加土而成五行，则阴阳体用

俱该，太极为五行之廓是生物之道，土为太极之廓是

成物之道，万物生成之道尽在其中。

河洛数也称为五行生成数，《洛书》象止于九，表

阳成之数；《河图》象止于十，表阴成之数。

木火金水，各得偏气，居于四方，主春夏秋冬，惟

有土通贯四行而居于中，四行皆禀气于土，象万物之

母。至于天一生水，至五生土，是以奇偶之数相配，

表阴阳生成之道，而非作先后次序理解。阴阳生成

之道循环无间，周流不已，无谓先后。如“阴阳相生，

则四象具而配四时，以成造化。造化既成，生理周

矣，必返乎本。故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返太极之

本体也。由是而知水火木金之能生成万物者，全赖

土之融洽乎中也。土之所以能融洽四气者，以土中

有太极之体在也。是故阳数尽于九，阴数尽于十，则

仍归太极之体。既归以后，则又动而生阳，静而生

阴，循环不息，故万物生化无尽也。”［１］１７

在章楠之前，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提出“内

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并立有补中、调中等方。

到清代叶天士，则有“脾阳宜升，胃阴宜降”之论，并

设通补阳明、滋养胃阴等法。章楠“土为太极之廓”

的观点正是对前人重视脾胃、以土为后天之本思想

的继承与发展。

２　《易经》论治世，《内经》论治病

在卷三的《论景岳书》及《论易理》两篇中，章楠

反复强调《易经》论治世，《内经》论治病，二者源同而

用异，不可将儒家治世言论作为易理附会于医理之

中，张景岳“扶阳抑阴”“多用温补”的学术观点即犯

此弊，而后世信者甚众，故章楠用极大笔墨以唤其信

众，欲救其偏，使归中和之道。

２．１　扶阳抑阴与阴平阳秘　章楠认为，易道与医道

都是中和之道，其中没有重阳抑阴的思想。阳倡阴

随，阳杀阴藏都是自然现象，阴阳只有进退升降状态

的差异，而没有孰多孰少等数量上的差别，这样才能

成就四时之不同，如以春为例：“春虽首季，而春之发

生实根于冬之归藏。若无归藏，但有生发，其气不早

竭乎！如以春阳为重，冬阴为轻，何异见子而忘母，

非为知道矣。故天地之道，阴阳自平，方能生化不

息，何有盈亏？若常盈亏，则日积月累，盈必更盈，亏

必更亏，阴气早经偏绝，至今何有世界？”［１］８８

而六气太过不及的异常现象，也是由于阴阳二

气往来进退所致。阴阳的进退有规律可循，能够通

过一定的方法如运气推步来预测。如果阴阳有强弱

多少之分，“则强者进多，弱者退多，必杂乱无序，焉

能分四季六气之节候哉！可见无强弱之异。”［１］８８

可见，章楠对张景岳“阳少阴多，扶阳抑阴”这一

学术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扶阳抑阴只是《内经》论

病变治法的一种，不可作为医学纲领，阴平阳秘才是

医道正途。

２．２　易象、易理与易辞　章楠在书中多次提到朱子

云：“学者读易，于言上会得者浅，于象上会得者

深。”［１］１１４可见易理之源在象。阴阳常变之理在中医

与易学中是一致的，只是儒家以阴阳进退之象喻世

道的治乱盛衰，因此阴阳便分别被赋予了小人、君子

的含义，这不过是喻言而非实理，卦象才是本体，“易

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若谓‘扶抑’

二字，不为治世而设，试问天地阴阳，流行生化，谁能

扶之抑之乎？若果能之，亘古以来，可无灾患。盍再

思之。”［１］１１０张景岳所论“扶阳抑阴”正是将喻言作实

理来理解，有违《易经》本旨。

３　总结

章楠对于医理与易理皆能融会贯通，其直论阴

阳体用，语句朴实无华，颇合于道。易学与医学会通

之处乃在其理而非其辞，如章楠所引多为易象，易学

与医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已衍生出各自的一套语言体

系，也有各自侧重的方向，易多被用于治人事，而医

则用以疗人身。医易同源相通，“此医经与易经用虽

不同，而同出阴阳太极之源。可谓之‘医即易，易即

医’也。若不明其旨，而牵强穿凿，则反悖经失道矣。

生死事大，亦岂外乎道哉。”［１］８７

此外，虽然章楠对于张景岳“扶阳抑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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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神合一”论治体外受精合并精神心理问题

赵小萱１，陈　璐２，姜月蓬１，冯晓玲２

（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２．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摘要］不孕症是当今世界性医学难题，归属于中医学“断绪”“全不产”等范畴，体外受精（犻狀狏犻狋狉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ＩＶＦ）为不孕患者带来生育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精神压力。负性精神心理因素可通过神经、内分

泌及免疫机制影响妊娠结局，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精神类药物对妊娠结局及子代身心发育的不良

影响，使得现代医学在药物治疗ＩＶＦ合并精神心理问题上明显受限，目前仍将心理治疗置于首位。中医学

重视形神合一，认为神伤可致气血逆乱、脏腑失和而不孕，并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因此在治疗此类病证时重

视身心同治，在使用中医药辅助ＩＶＦ时，除了要关注对肝肾气血等“形”的治疗外，还应强调对“神”的燮理。

［关键词］不孕症；体外授精；精神心理问题；形神合一；心理治疗；中医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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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不孕症影响着中国１０％的育龄人

口［１］，严重挑战人类的生殖健康，被认为是生活中最

突出的心理应激事件之一。体外受精（犻狀狏犻狋狉狅ｆｅｒ

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Ｆ）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核心部分已成

为当今治疗不孕症患者的重要手段，但由于诸多因

素的限制使得成功妊娠率仍在１８．４％～２０．３％
［２］。

国外研究者采取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试验表明，

除明确影响妊娠率的生物学因素外，心理因素同样

影响ＩＶＦ结局和子代发展
［３］。中国台湾的一项调

查显示，超过４０％的ＩＶＦ患者合并精神疾患
［４］。这

种负性精神心理应激会反过来抑制生育［５］，甚至可

使患者迫于压力放弃治疗，形成恶性循环。而心理

状态的改善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ＩＶＦ妊娠率
［６］。

因此，通过加强心理干预改善ＩＶＦ患者妊娠结局，

已成为当今学者研究的热点［７］。现将心理因素对

ＩＶＦ结局影响机制及中西医治疗进展综述于下。

１　精神心理因素对ＩＶＦ结局影响的机制研究

ＩＶＦ治疗的复杂性和有限的成功率使其成为较

强的应激原，从而给患者带来多维度的心理问题。

多年不孕、ＩＶＦ治疗本身以及任何一个阶段失败的

可能性和成功受孕后自然流产的风险都会给ＩＶ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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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带来压力。ＬＡＣＥＹ等
［８］研究表明，ＩＶＦ患者

焦虑程度高于一般不孕症患者。ＣＯＵＳＩＮＥＵ等
［９］

研究发现，持久的不良心理刺激通过减少获卵数、受

精率、胚胎种植率等多个环节影响ＩＶＦ成功率。女

性盆腔内脏含有丰富的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精

神心理因素可通过影响人体神经系统，并干扰内分

泌以及免疫机制等，从多重环节共同介导生殖内稳

态失衡［１０］。

１．１　精神心理因素影响ＩＶＦ结局的内分泌机制　ＩＶＦ

患者长期的不良情绪可以刺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轴［１１］，使儿茶酚胺如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压力激素增

多，并干扰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分泌功能，使雄激素

水平增高，延迟甚至抑制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及

雌激素峰值的形成，内分泌的紊乱可干扰卵母细胞

的发育、成熟和排卵，影响ＩＶＦ治疗
［１２］。ＤＥＵＳ

ＣＨＬＥ等
［１３］发现，负性心理应激如焦躁、压抑与尿

肾上腺素值呈正相关，而取卵时肾上腺素值增高可

减低怀孕几率。刘作强等［１４］研究发现，肾上腺素水

平升高可影响ＩＶＦ超促排卵的控制。可见精神心

理压力可通过多种内分泌途径影响ＩＶＦ治疗结局。

１．２　精神心理因素影响ＩＶＦ结局的免疫机制　免

疫性因素是ＩＶＦ不良妊娠结局的重要原因
［１５］。长

期焦灼、恐慌等不良情绪在ＩＶＦ女性体内形成持

久、慢性的心理应激，干扰机体的免疫辨识及监控作

并不认同，但其仍肯定“景岳所论阴证似阳、戴阳、格

阳等证，诚有发古未发之功。”［１］１２２同时强调“学者必

当参悟其理，悟理方能辨之真，自不可因其所短，而

没其所长。”［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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