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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医药抄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有价值的遗产，

蕴含着历代医家诸多精辟的学术理论与丰富的临证

经验，是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

是其中的临床各科与医案部分，每每具有独到的理论

启迪与临床见解，有助于拓展治疗的思路，丰富治疗

的方法，具有深入整理研究的价值。

《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收录全国 员员猿个图书馆截至

员怨愿园年底为止的馆藏中医药图书，其中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出版的中文中医药图书，共计 员圆员圆源种。内

有中医药抄本 缘园愿猿种。其中未刻抄本 猿怨圆源种，已属

孤本的有 猿远圆猿部；清末前抄本 员圆愿愿种，其中未刻抄

本 怨圆猿种，已属孤本的有 愿员愿部。内容涉及医经、医

案、诊法、方药、综合与临床各科类。其中临证各科的

抄本多达 圆员员愿种，其次为方书、医案类抄本。从馆藏

抄本品种的数量来说，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与上海

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收藏量最多，分别为 员圆圆怨种与

员园源缘种，合计为 圆圆苑源种，占总量的 源缘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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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抄本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困难重重。具体表现为：目前没有

一部书目能完整全面地反映现存抄本的情况；抄本数

量庞大，分散各处，难于收集整理；从几千种抄本中进

行筛选，既费时耗力，又须具有识别能力；抄本为手写

体文字，字体多不规范，异体字、俗体字、讹误字甚多，

再加抄写时日既久，字体有的磨灭，难以辨识，因而要

求研究者不仅具有中医药等方面知识，还要善于辨识

各种字体，并须依据上下文意与相关著作加以酌定；

提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介绍作者，而很多作者因无传

世著作，其生平难以了解，须借助相关工具书查寻。

唯其如此，对于中医药抄本这一部分遗产，尤其是世

上目前仅存一部的珍贵抄本，长期以来乏人问津，未

见有人加以系统整理，因而至今仍是迷雾一团，不知

底细。随着时间的迁移，因人为与自然的原因，中医

药抄本损失惨重，从现存清末前未刻抄本的数量已远

少于清末后未刻抄本的状况，便可见一斑。因此，对

中医药抄本进行整理研究，不仅具有保存中医古籍精

华、弘扬中医学术、促进临床发展的作用，而且具有抢

救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特殊意义。

据我们对抄本的初步研究，其内容体式大致可归

纳为三类：第一类是类辑抄本，即按内容分类抄录前

人的资料，如清代张璐《医通祖方》、朱时进《一见能

医》等即是。此类抄本虽然属于编辑性质，但其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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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可取之处：一是将相关资料汇辑一处，给后人阅

读使用提供了方便。二是所抄录的前代资料有的业

已亡佚，凭此抄录而得以留传。第二类是评述抄本，

即在抄录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加上个人的分析评述，

如清代杨和《幼科折衷秘传真本》、方谟重订《薛氏济

阴万金书》等即是。此类抄本汇集前代医家重要论

述，间附作者的临证心得，分析评述往往一言中的，寓

有真知灼见，有助于读者把握前代资料的精髓。第三

类是心得抄本，即在医学理论上有独到的见解，或在

临证实践上有丰富的经验，如清代徐养恬《徐养恬方

案》、江泽之《江泽之医案》等即是。此类抄本最具学

术价值，是我们整理研究的主要对象，本套丛书所收

录大多为此类抄本。

本套丛书共收录抄本五十余种，绝大多数为清代

抄本，以临床各科类、医案类为主。入选的标准主要

有三条：一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在理

论与实践上有独特的见解和经验；二是古代既无刻

本，现代又无排印本、影印本；三是内容完整、版式清

楚的善本。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为本套丛书提供底本，谨致谢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为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编辑出版本套丛书，其

眼力之非凡，气魄之恢弘，殊实令人感佩！

本套丛书的出版，旨在将沉埋多年的中医瑰宝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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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给广大读者，以引起人们对中医古籍抄本的重视，

并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本套丛书主要为中医药专

业工作者、中医药院校学生、古代文献与传统文化工

作者及其爱好者阅读研究，也可供各地图书馆与相关

专业图书馆收藏。

段逸山
二〇〇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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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字体。统一使用简化字，不出现繁体字与异

体字。

二、提要。置于正文之前。介绍作者与全书内

容，注重其在理论与临床上的特点。

三、正文。按内容分段，并加标点符号。为便于

分辨，属于眉批、夹注以及药物剂量、炮制方法用小号

字排印。

四、校注。置于同页下方，按照正文所加序号依

次分行排列。凡内容重要，且校勘有据者，选择采用

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注释对象有二：一是注

音。凡冷僻的难读字，采用拼音加直音的方法注音。

二是释义。凡疑难词句，加以注释。校语与释文力求

科学规范，简明扼要。凡明显错字或重复的内容，一

律直接予以改正或删除，不再出注。

五、目录。为读者检阅方便起见，抄本原有目录

的照录，补上序号；原目录与正文不一致者，则依照正

文改正；原无目录的，依据正文补上序号与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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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序。为醒目易检，凡医案类抄本，每一病证

所录医案，均用阿拉伯数字编排序次。

七、禁用药物。抄本中有些药物现属国家禁止

使用的动、植、矿物药材，为保持古籍抄本原貌，本书

对此均不作删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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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作者庄履严，字若旸。明代澄江（今江苏江阴市）

人。善作诗，尤工医术，诊治有奇验，活人不可胜记。

另著有《医理发微》、《复苏草》等书。均佚。

全书分为杂证，调经，胎前，临产，产后，论中引用

各方，妇人要方等内容。采用提问形式对近百个病症

进行阐述，说明其症的病因、病机、治疗以及用方。杂

证中论及妇人中风、咳嗽、周身痛、痢疾、呕吐等症；调

经中论及经先期、经后期及闭经诸经、胎前论胎孕不

足产、欲产诸症；临产论胎死腹中、临产晕厥、胎衣不

下、产门不闭诸症；产后论产后阴挺、产后血晕、产后

狂言、产后哮喘、产后四肢痛身痛、产后小便不通诸

症。论中引用各方附 源园多方，多为历代医家名方；妇

女要方中收集作者时代诸多医家经验之方及作者本

人临证验方。其中妇人各症的理论阐述有牵强之处，

而妇女要方中诸方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临床经验及治

疗特色。

调经宜调血。庄氏认为月经失调可表现为经期

先至，经期后至，经期先后不定期。其月经后期而至

不外乎气滞血涩、血虚；而月经先期而至多为血虚而

有热；经来腹痛与气血郁结有关。月经失调多与血有

关，因此调经乃应先调血，调血的方剂首选四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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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行先期四物加黄连、乌药、地黄；经期后期属血虚四

物加补气之品人参、黄芪、白术、升麻；经期延后而见

发热庄氏自拟清热调经汤。

治秘宜调气。庄氏认为妇人胎前、产后均可出现

大便秘结一症。胎前妊妇大便秘结乃热结于大肠，但

不用大小承气通便泄热，而用秘结方：枳壳三两，防风

二两，甘草一两，理气疏导为主；产后大便不通多属产

后阴血不足，但庄氏仍认为需调气，方用四物汤多加

青皮，且认为此方极效；另载润肠汤：麻仁、大黄、生

地、熟地、当归、桃仁、红花、升麻、甘草，仍属桃红四物

加润肠通便和调气升提。

止咳善清肺。庄氏对妇人咳嗽分四时而治之，而

着重认为清肺为其要，自拟滋阴清肺汤、人参清肺汤，

桔苏饮。均选用黄芩、知母、桑白皮、山栀类清寒之品

清肺润肺。

本书据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藏憩樵抄本整

理。

圆

中

医

古

籍

珍

稀

抄

本

精

选

︵
七

︶



目 录

一、杂证 员⋯⋯⋯⋯⋯⋯⋯⋯⋯⋯⋯⋯⋯

二、调经 员圆⋯⋯⋯⋯⋯⋯⋯⋯⋯⋯⋯⋯

三、种子 员苑⋯⋯⋯⋯⋯⋯⋯⋯⋯⋯⋯⋯

四、胎前 圆圆⋯⋯⋯⋯⋯⋯⋯⋯⋯⋯⋯⋯

五、临产 圆猿⋯⋯⋯⋯⋯⋯⋯⋯⋯⋯⋯⋯

六、产后 圆远⋯⋯⋯⋯⋯⋯⋯⋯⋯⋯⋯⋯

七、附志 猿圆⋯⋯⋯⋯⋯⋯⋯⋯⋯⋯⋯⋯

八、论中引用各方 猿圆⋯⋯⋯⋯⋯⋯⋯⋯

妇

科

百

辨



妇科百辨

明 澄江庄履严著

二十七世孙憩樵录

一、杂 证

妇人中风，右半身不遂者何？曰：右属气，

此伤气也。服行气药，用乌药、香附、白芷、青

皮、陈皮、人参、茯苓、白术、甘草之类；或八味

丸、乌药顺气散加枳壳、香附；如腰痛加红花、柴

胡。凡治中风，当先以此顺气。

妇人中风，左半身不遂者何？曰：左属血，

此伤血也。服活血药，用当归、青皮、甘草、枳

壳、赤芍、木香、藿香、香附、乌药、官桂、红花之

类。

妇人中风，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目痛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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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何？曰血少着风，先治血后治风，血足风自

灭。须服大补气血之剂，兼治痰，二陈之类。

妇人中风，有肥瘦不同，分法 治 之 者 何？

曰：肥人治痰为主，瘦人治火为主，俱用补中益

气汤加贝母、黄连。

妇人中风，有汗者何？曰：中风有汗，是风

伤卫气，当用小续命汤去麻黄加化痰药。

妇人中风，无汗者何？曰：中风无汗，是寒

伤营血，亦用小续命汤去桂加当归、黄连等化痰

药。

妇人中风，大小便闭结不通者何？曰：中风

大小便不通者，实也，宜用补药中加滚痰丸之

类；中风若大小便自利者，虚也，即宜大补中气

兼化痰药。

妇人伤风咳嗽有痰，身热、头痛、多汗者何？

曰：金沸草散加参便是，三拗汤最捷。

妇人头痛，身热、鼻塞、咳嗽者何：曰：此感

天地不正之气，宜用人参败毒散加半夏、桔梗、

桑皮、姜、枣。

妇人有咳嗽发于夕者，此阴火也。察其虚

实，倍生地治之。午前咳属胃火，用竹叶石膏

汤，胃气虚用补中益气汤加炒山栀；午后咳属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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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用四物汤加黄柏、知母二味，酒炒；肾水虚用

六味地黄丸；五更咳用六君子汤。

妇人有咳嗽发于旦者何？曰：此阳火也，审

其有无风寒，倍黄芩治之。

妇人连年咳嗽不止，治之者何？曰：此肺胃

虚寒也，用人参清肺汤。

妇人咳嗽发于春者何？曰：此上升之火兼

受风寒也，用三拗汤兼人参败毒散。

妇人咳嗽发于夏者何？曰：阴火上升克肺

金也，用滋阴降火汤清补之。

妇人咳嗽发于秋者何？曰：湿伤肺金也，五

积散治之。

妇人咳嗽发于冬者何？曰：此风寒外乘，宜

用十神汤并香苏散之类，久则苏子降气汤。

妇人心中嘈杂，食过即饥者何？曰：此虚火

盛也，宜二陈汤加黑山栀、黄连、抚芎、苍白术之

类。

妇人常饱不能进�食者何？曰：此浊气在

上则生胀，宜木香顺气汤。

妇人夏月四肢倦怠气不舒者何？曰：调理

� 进：原为“逞”，据上下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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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为主，宜清暑益气汤。

妇人、室女夏月四肢倦怠，饮食不思，浑身

发热口渴者何？曰：此注夏症也，宜补中益气汤

加黄柏、知母、天麦二冬即愈。

妇人周身骨疼，有风有痰有劳者何？曰：周

身作痛，心嘈，此痰也，宜二陈汤加枳壳、山栀；

满身手足疼肿，此湿热也，宜渗湿通利小便之

剂；满身痛，内热口干面黄此劳也，用逍遥散加

补血药治之；咳嗽身热，此风也，宜金沸草散。

妇人皮肤拆裂、口干消渴，大小便闭结者

何？曰：此症要犯血淋，今所患者乃血枯也。当

以生血补气为主，加地黄、黄连、黄柏、知母之

类。年四十以上，经事一月两至者，多成崩淋。

妇人小便利大便闭结者何？曰：此血虚肾

燥之症，宜生血之剂。若大便利小便不利者，治

又不同，宜五苓散。

妇人痰壅如块，如梅核，咳吐不出、咽不下

者何？曰：此气郁症，用二陈汤加贝母、黄连、枳

实；或四七汤治之。

妇人饮食即吐，甚至药亦不纳者何？曰：此

伤胃也，用半夏、藿香、生姜、乌梅，忌甜物。用

正气散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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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老疟，腹中成癖者何？曰：清脾饮最

捷。

妇人泻而见血，有散、有块、有鲜、有紫、难

辨其为伤、为痢、为脏毒者何？曰：泻而见血，有

块、有散血，以手按之，腹中作痛，此伤血内积，

用去滞血之剂，荡逐而安，胃风汤亦妙。腹中乍

响乍痛，时时登圊者，痢也，用加味平胃散，或黄

芩芍药汤治之。腹中作痛，不时失血，乃脏毒

也，用芍药地榆汤、槐角丸。

妇人痢疾，纯红而不止者何？曰：中暑毒在

肠胃，此病不易治，用人参败毒散加石莲、黄连。

妇人噤口痢者何？曰：热毒冲心，呕而不

食，用吴萸、黄连，或仓廪散。

妇人胃中作痛，呕吐清水，得食即止，饥则

尤甚者何？曰：因气时饮食，或饮食后受气以致

食滞、生痰，气滞生火。用香砂养胃汤去参，加

姜炒川连、香附，化痰顺气为主。

妇人呕吐清水、黄水、食物、痰饮，春夏各用

何药？曰：春夏用养胃汤倍半夏，秋冬用养胃汤

加炮姜。

妇人血症，诸脉宜忌者何？曰：吐血出于

心，衄血出于肺，咳血出于肝，唾血出于肾，痰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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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出于脾，呕吐血出于胃。脉沉细身凉者吉，数

大身热者凶。

妇人腹如臌胀者何？曰：此多气病，用木香

流气饮治之。

妇人痞满壅塞者何？曰：用指迷七气汤倍

木香、半夏。

妇人腹中有块，聚散升降，发寒热作痛者

何？曰：有形者，作血治，用甘草、山棱、益智、藿

香、香附、半夏、生姜。

妇人常时腰痛者何？曰：补中益气汤加杜

仲，然风寒湿瘀俱能作痛，不可概作虚治也。

妇人腰膝作痛，走注不定，如虎咬之状不可

忍者何？曰：此行经时，或产后受风寒湿之气，

气滞于三阴，治用独活寄生汤倍红花、牛膝，加

酒。

妇人跌仆闪挫损伤致瘀血凝滞，胸胁作痛

者何？曰：大用治血药加丹皮、桃仁、红花、青

皮；去宿血，生新血入童便。

妇人心胸嘈杂者何？曰：气郁生痰生火之

症，宜用二陈汤加香附，开郁化痰清火。

妇人遍身麻木者何？曰：麻者，气虚也；木

者，血死也。治麻以乌药顺气汤加清痰活血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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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木以当归拈痛汤加苏木清痰药。

妇人咽喉颚作痛者何？曰：三焦虚火上升，

用四物加元参、薄荷、甘草、桔梗、花粉、贝母、黄

芩，徐徐服之即愈。

妇人破伤风者何？曰：此患非轻邪，风溢经

络，入至头目，青黑额上，汗出如珠不流，眼小目

瞪，气急上痰，四肢搐搦，俱不可治，宜用防风散

治之。

妇人有块诸药不效者何？曰：宜用鬼见愁

草打汁和酒饮；或晒干为末，酒调服亦可。

妇人室女遗尿者何？曰：中气虚，心气不清

之故，宜用补中益气汤加益智、茯神、石菖蒲、远

志、桑螵蛸、麦冬之类。

妇人室女遗屎者何？曰：命门火衰（盖肾主

二便）兼大肠无火之故，宜用补中益气汤加官

桂、吴萸之类，久则宜用实藏丸。

妇人交肠者何？曰：屎出小便者，谓之交

肠，缘传送失宜，关门不调之故，宜用五苓散分

利阴阳，待其清浊自别，水谷各从其道即愈，再

服黄连、阿胶防其将来。

妇人尿血者何？曰：此三焦之火下陷，宜养

血凉血升提清火，以栀仁、生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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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阴痛阴痒者何？曰：此肝经湿热也，宜

龙胆泻肝汤加苍术、白芷、升麻之类。

妇人阴痒不可忍者何？曰：此湿热生虫蚀

食之故。若久不愈，渐淫蚀脏腑之间，宜用杏仁

研烂，绢包入阴户内，数日愈。或用茴香为末，

醋制猪肝一条，纳入取虫出，即愈。

妇人阴户生疮者何？曰：此膀胱热毒，宜用

清凉散加桃仁研细，纱裹纳入户内。

妇人阴户冷如冰者何？曰：子宫虚寒，母丁

香为末，纱裹如大指，纳入户内，即暖如故。

妇人无病而阴户作痛者何？曰：交阳故也，

用炒盐青布裹慰之，即愈。

妇人阴户内，忽然突出一物，长尺许，如阳

物，重坠痛不堪，治之者何？曰：怒气伤肝，肝火

下陷而成，名曰阴挺，宜用龙胆泻肝汤加血竭研

末，调服十余剂，除其痛。次用补中益气汤加升

提药，归脾汤约二十余剂而愈。当忌恼怒以防

再发。

妇人成劳虚热咳嗽治之者何？曰：潮热往

来，俱是气多血弱，用生熟地、天麦冬、知贝母、

丹皮、骨皮、百合、百部。名二地二冬二母二皮

二百汤加姜、枣，煎服自效。

愿

中

医

古

籍

珍

稀

抄

本

精

选

︵
七

︶



妇人颠狂闷乱治之者何？曰：多因惊忧之

极，痰犯心胸所致，宜令吐之，用甜瓜蒂一钱为

末，以新汲水一钟调下，随得大吐，须熟睡勿惊。

凡大吐眼前即反视，须先令其闭目，如吐不止，

先紧系其腰，以糜粥补之即止。

妇人因夫出外经商，忽成昏，终日好睡，

全不饮食，月余无效。治之者何？曰：此思伤脾

也，心为脾为母，意外过思，劳伤于脾，脾伤则不

思饮食，饮食减少则心气渐耗故心昏闷，非药可

治，必得夫商满意而归，次日自然病退，此喜可

胜忧之效。

妇人因夫出外被难，知而成疾，昏睡不食者

何？曰：此忧伤肺也，药力难治，宜激其大怒，怒

则肝火动，冲醒脾气，胜过肺金，其病自愈，此怒

可胜忧之法。

室女二十未嫁，每见男子，猛咬其臂，渐昏

者何？曰：此欲火旺而无淘泻也。相火旺动，君

火随之，愧无男子以泻之故，见即痛咬其臂，惚

如相喜之意，故尔神昏，下必有白淫流出，视之

果验，即命其母痛打之。盖大痛忘欲，其病即

愈，宜速配以防再发。

妇人有梦交而成胎者何？曰：此必贪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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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也。情思动于中，欲火炽于内，渐至白淫渗入

胞宫而成，名曰鬼胎。以其阴得，渐至腹大，俨

若胎样，临月而产，下如鱼目，如蝌蚪数升，腹遂

平如旧。医遇此症，须先辨其颜色，红白娇艳，

且勿用药。若面色痿黄，手足痠软，饮食无味，

腹若蜘蛛，即五六足月，全不见内动，是其征矣。

可用大黄、官桂之类，逐其恶物，去尽再用大温

补丸剂。庶几可复，否则必成怯弱无疑。

妇人室女与鬼魅邪兽交者何？曰：此阴血

充溢，思男子而不得之故也。心为一身之主，神

明出焉，欲火一动，君火亦随火动则神昏，神昏

则罔所见，曾恍惚如目中之状，而邪气乘虚中其

机彀，言谈交会面尔浃洽，此非鬼之能惑人，实

人之惑于鬼也。久则正气益耗，邪气益盛，至垂

死而不可救者，父母翁姑百计医祷而莫知，及知

而急欲疗救之，病者精气耗惫，已无所措其手足

矣。故妇人室女必令勤劳，不可旷荡纵其心志，

乱其眉睫。夜间不可使其独卧于深堂冷室之

中，沉默寂寥之所。邪念不萌则邪气不入，何由

而成斯疾也耶。又家有室女婺妇，觉其言语恍

惚，懒惰好睡，面色有时娇艳，有时青黄，饮食懒

思，脉息乍大乍小，乍有乍无，即是邪祟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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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神定志辟邪丸，以救其内，丹符神咒以御其

外，庶可获生。世俗不知，不能慎之于始，又不

能救之于终，良可叹息。

寡妇忽有孕者何？曰：此异闻也，予亦闻之

矣。昔有一妇与夫甚相得，年二十生子，越岁而

夫故，念昔日恩爱誓不改弦，独居石室，绝无门

户，惟一小窦�进茶饮，如是者十有五年。当道

闻其节，题旌表。其子十六岁入泮�，痛母不及

面，遂开窦见母称谢，坐谈良久，其子忽欲小便，

母即示子以桶，子往便之，少顷母亦往便，遂哭

别。仍筑其窦，后觉有孕至足月而产，形体俱

具。事闻于外，县令大怒，具详抚按道，欲毁其

旌，以正逆罪。抚信以为然，拘质于案，以事关

伦纪，翻阅《辨冤录》，有男女气血俱旺，相几其

气而成形者，其胎必无骨节。发文拘提到案，鞠

之得其实。按曰：如抚言几误矣，母居石室十五

年，绝尘俗之私，毫无耗损。子列宫墙十六载，

无渗漏之疾。寂然充满，以致阳气先留于桶内，

阴气复感于桶中，二气相感，俨如交媾，凝而成

� 窦：孔、洞。

� 泮（��k���，判）：泮宫，古代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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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者。自古有之。然胎必无骨，令剖视之，冤始

得自释，令归家仍移府道，嘱特旌其门，此予龆

龀�时事长而闻诸先生者也。

二、调 经

妇人室女经水一生不转者何？曰：经者常

也，天有二十八宿，地有十二经水，妇女应之，经

水之来皆从十二经渗来之血。故足太阳膀胱经

为海水，足阳明胃经为泾水，足少阳胆经为渭

水，足太阴脾经为河水，足厥阴肝经终为污水，

足少阴肾经为汶水；手太阳小肠经为江水，手阳

明大肠经为淮水，手少阳三焦经为漯水，手太阴

肺经为湖水，手厥阴心包络为漳水，手少阴心经

为济水。此十二经络所属。治者参行经血色，

入十二经络调之。若一生不转则石女也。（五

不女之一）非药石所能疗法。编者按：本条所言

固不足信，但其比拟甚有趣，故仍其旧。

妇人室女经闭不通者何？曰：妇人月水又

� 龆龀（!���i��� ����o���，调趁）：指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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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潮水，以其一月一至也。水者溅之意也，潮者

取其信也。故上应太阴，下应潮水，一月一至

者，正期也；一月两至者血热也，两月一至者，血

冷也。《经》曰：热则流通，寒则凝滞，热则用清

凉，寒则用温药。若过用热，祸不旋踵而至，当

辨其形证，察其脉息。实则通之；虚则补之；郁

则开之；热则清之；寒则温之。不可固执。调经

秘诀以戒郁怒为主，行经时耐气，忌生冷酒酿，

庶无癥瘕之疾。

妇人室女经水三月一行者何？曰：此居经

也，多主不寿，须大补气血调和经脉。

妇人一生经不下行而反在鼻中出血者何？

曰：此逆经也。肺经火盛，热在血脉之中，每月

见衄血数点，出上窍即当经水，且亦无病，惟终

身不能生育。

妇人经闭成劳治之者何？曰：宜分经络、辨

虚实，生血调气，不可用红花、桃仁通经之剂，当

以白术、茯苓、当归、白芍、甘草、麦冬、五味、芡

实、莲肉等分，纳入鸭腹内蒸熟而吃之，其骨煅

和上药内成丸。盐汤送下，至骨蒸痰嗽，诊其脉

七八至者，当视其肌肉何如，若消瘦之甚，药亦

无益。

员猿

妇

科

百

辨



室女年近二十，无经而成劳有咳嗽者何？

曰：此忧思伤脾也，及配合后则阴阳和而病自去

矣。

寡妇、尼姑经闭者何？曰：寡妇、尼姑讳疾

隐情，倍难施治，总以独阴无阳，治以抑阴扶阳

为主，否则不起。

娼妇经闭者何？曰：行经时被人强力交媾，

闭住血窍，十难救三，宜养血补血行窍等药。若

身热、咳嗽、肌瘦成劳、下泻则不治矣。

妇人经水过期而来者何？曰：事非一例，有

气血涩滞不按期者，当开郁行血；有血虚者，肚

腹不疼，身上渐渐作热，宜大补血为主，调气佐

之；有事不称意，郁结忧思，肚腹、胸膈、腰胁疼

痛等症，务要开郁调气四物汤倍加香附、青皮、

元胡索、木香、陈皮、红花、苏木之类。

妇人经水不及期而来者何？曰：此血虚有

热也，宜凉血地黄汤，有气多伤血海者，倍芎、

归，外加苓、栀之类。

妇人经水将来而作痛者何？曰：此郁结也，

服七气汤加芎、归、香附、桃仁、红花之类。

妇人经水来后作痛兼有身热者何？曰：此

血虚也，去血过多以致身热作痛，用四物汤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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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地，或滋血汤、八珍汤亦治之。

妇人经水错乱妄行无定期者何？曰：此气

乱也，宜生血地黄汤加元胡、小茴，并服归附

丸。

妇人经水成块而下者何？曰：此气郁凝滞

也，宜四物汤加香附、丹皮、红花，久则加胶、

艾。

妇人经水有紫黑色者，有淡红者，有湿郁而

成块者何？曰：紫黑色者，气血相并而成，腹疼

者是也，调气行血即愈；淡红色者，血虚有热，腹

不疼易治，宜补血为主；更有痰症湿郁而经来重

坠，小腹烙热作痛，甚至身热、口干、呕吐，紫血

成块，牵引腰胯掣痛，种种痛苦难以备述。缘行

经时内受气恼，外冒风寒湿，以致血郁气滞，又

误投辛热煎剂丸散，耗炼阴血，痛久则热，热久

生痰，痰生火，火甚作痛，乃妇人第一苦病。《丹

溪参要注》云：依症服药殊不甚效，余遇此症单

用苏木、红花、牛膝，丹皮四味。俟经期将至预

服二三剂，自觉稍宽，并用神术丸至下次经期，

疼痛、身热、呕吐、小腹大热诸症渐平，仍服神术

丸，早晚酒送两次，半载之后悉平如故。

妇人三月一行经，经来如水涌者何？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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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经也。（见前）女人精血上应太阴，一月一盈

亏，下应潮水，一月一消长。今失其常道，按四

季而行，缘性急多怒，或食生冷以致血脉凝滞而

不行，必待三月之久，血才运到胞门，故其始也，

不能应期而早来，及其来也如水之而下，沛然而

莫之能御。或来即数碗，或多至数升，势甚遑

迫，越日而收，自觉面青昏愦，四肢痠软。才养

三月，面色刚有红润，下次又将来，多主不寿，间

有寿者，必中年调理得宜之效。

妇人素有衄血而绝无经者何？曰：此逆经

也（见前）。气为血之主，血为气之配，故气行则

血行，气滞则血滞，今七情郁结，六气外侵，气化

浊血凝气，气有余则为火，火载血上升，出于鼻

窍，有似月信而血脉全无下行之状，安得有经？

妇人上无吐衄而绝无经者何？曰：此偏经

也。盖心主血，肝藏血，脾统血，三者得宜，血随

气行，流于经络，灌于血脉，行于隧道，通于胞门

而成经水。若郁结忧思，过伤辛辣，脾肺气弱，

传送失宜，不从正道渗入，大肠大便时常见血，

亦似经水之状，而前窍竟无者，治宜开郁导气健

脾益胃，凉血升提。使大肠无血而经水自通，此

乃药力可挽不可自甘沉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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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 子

妇人经水准信，宜乎有子，而反不受胎者

何？曰：有气多而不受胎者，有血浊瘀郁而不受

胎者，有湿痰留滞胞宫而不受胎者，有肥盛妇人

躯脂闭塞子宫而不受胎者，审其的实，多服归附

丸自愈。

妇人经水已调，并无他病而不受胎者何？

曰：此必交合非法（妇人腰有二胞，左胞生男，右

胞生女，交后精气混融天构。向左侧睡，阳精流

入左胞则成男胎；向右侧睡，阳精流入右胞则成

女胎。当泄精时搯摘妇人臂肉，或虚咬妇人肩

膊，猝令提吸摄入胞宫。此是阴阳妙用，广嗣良

法，得此屡验，勿以余言为缪），或交后拈举重

物，登高坠下致浑融，精气不能固结故也，宜侧

睡片时为妙。

妇人经调无病并勿劳动 而 不 受 胎 者 何？

曰：此必男子素有劳怯，或过伤房欲，精渐清冷

如冰故也。宜大补男子精气矣。其充足自当施

而成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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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经水已调，男子精气已足而不成胎者

何？曰：此必交会不如法。（种子当于经事三日

后，五日内。若三日前瘀血未尽，则胞宫未净，

难以摄精，若过五日后则胞宫已闭，精无由入。

或经后延绵，数日不净则身不免病，亦须详察）

或交后又交，阳精入胞未固，一经触动化为白淫

而出，此男子纵肆之故，切宜戒之。

妇人经血调，阳精壮，禁戒守而不成胎者

何？曰：此必妻妾众多，男精耗损太过，精施而

薄。谚云：广种薄收，可以取譬。又或求嗣心

切，自误之者，盖与之所至，自然而然一存求子

之心，便多勉强。曾有求种子方者，酒后赠以一

画令携归，夫妇同看，则春册也。由此得胎，试

思兽之蕃育，何识何知，其理可悟矣。

妇人以嗣为急，多娶妾媵，气血俱美，百计

祷求而不得一嗣者何？曰：此必男子贪婪之故，

娇艳盈前，欲火益炽，日夜无度，耗损真阳，虽有

萌蘖之生，从而交损之，又安望之哉。《经》云：

寡欲多男子，即若辈良方。

妾妇进门即孕者何？曰：形体壮实，阴血正

旺，一感而成胎，理之常也。阳壮阴调则刚而能

射，虚而能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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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妇无子，改嫁而即孕者何？曰：此必性内

多郁故也。缘此为妾多不称心，情怀郁结以致

经候不调，或交会失期，俱会失孕。适彼则心怀

舒畅，交会及期，一感而成胎矣。

妇人有生一胎而后不再得孕者何？曰：此

必产后调养失宜，或气血痿弱，潮热往来，以致

子脏无血，不复成胎，宜大补气血。

妇人勿孕，至三十后经水忽绝，身亦无病者

何？曰：三十无经宜有病，无经无病者乃秋冬降

收闭藏之象也，不惟无病，而且有寿，缘因向未

受孕，收敛得早，免脱血之太过耳。

妇人七七而天癸绝，有至五十岁而生产者

何？曰：妇人向无胎孕，此必幼年有疾，中年诸

事不满意，至暮年衣食丰足，事多得意，气血未

耗，故四十九受胎，五十岁而生子，亦非异事。

男子八八而精竭，亦有年过七十而生子，且

其子多寿者何？曰：起居有节，不妄作劳，更能

调补，则精气不衰而有子，子复有寿，《灵枢经》

已言之矣，俗语暮年生子，必多夭死，不可泥也。

妇人及期交会而不孕，其夫外归，过期而孕

者何？曰：此真寡欲多男之谓也。妇人久守，阴

血充盈，夫久客外归，阳气满实，二气俱纯，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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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泰，有自然之理。谚云：新婚不如远归，岂经

期前后之例所能拘乎？

妇人欲孕不得，至婢女一造次，而即孕者

何？曰：阴血壮旺，且恐人知觉，气每收敛，故一

感而成胎，必多寿者，精元完固之效也。

妇人身肥而不成胎者何？曰：禀受厚恣于

饮食，躯脂满溢，闭塞子宫。治宜燥湿，用南星、

半夏、苍术、川芎、防风、羌活等药。

妇人身瘦而不成胎者何？曰：身瘦性急之

妇，子宫干涩少血，不能摄受精气，治宜凉血降

火，或四物汤加芩、柴、香附诸药。

妇人经调，男子精壮而永无孕者何？曰：此

必五不女中之反窍妇也，必效禽兽之交，精始得

入胞门，若正交则不入胞门，终不成孕，先师言

之屡验。螺、纹、鼓、角、石，谓之五不女

妇人受孕交会之得其诀者何？曰：“三十时

中二日半，二十八九君须记，落红满地是佳期，金

水过期空霍乱。”此言经期在二十八九日之后，在

三十日之前，见其血色如金黄样，即是佳期，但验

此色，即可交会。然有壮实女人，气血充盛，每至

六七日方回，安可定以三日为期，临时察之，务以

适中为贵。又云：“霍乱之时枉费工，树头树底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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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红，但觉花开不结果，那知丹桂不成丛。”此言

交会太早则子宫瘀血未净，新血未生，则不能摄

阳精而孕。若过期则子宫闭塞，男子府精无所容

受，亦不受胎，当察其动静而消息之。

妇人之脉有胎、无胎、准胎者何？曰：有胎

者，六脉洪大而身不热，左大为男右大为女。外

验左乳先有核者男，右乳先有核者女。三月后两

寸浮大，两关滑，两尺疾而带数，此胎脉也。六脉

不一者，非胎。若脉来沉细，腹有形而不动，一如

抱瓮之状，有时作痛，用补气活血之剂，甚至乍大

乍小，乍有乍无，浮沉不一者，此鬼胎也。

妇人有双胎者何？曰：此男女精气充实，交

媾之后，妇人仰卧熟睡，致浑融精气平等流入两

胞而成，故宜男月成者。（《产育真传》云：宜男宜

女月，以女年岁为主，女年十六以单月为宜男，如

正三、五、七、九、十一是也。女年十七以双月为

宜男，如二、四、六、八、十、十二是也）即成双男，

若女则不寿。宜女月成者即成双女，若男则不

寿。此阴阳之妙理，求嗣者当于此留意也。

妇人产未满月而忽有孕者何？曰：此瘀血

已尽，新血正生。内无七情，外少六气，情怀舒

畅，故交即成胎，渐觉体重，腹大，呕吐，恶食，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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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疑为瘀血凝滞，误用逐血之剂。医遇此症，宜

先用川芎三四钱为末，酒调下。觉腹中大动，是

胎候也。若腹中不动，面上带青黄色，即是血

瘕。用大黄逐血之剂，然必察脉观色，在三月尽

方可行，早则不可为也。

四、胎 前

妇人胎孕月数不足即分娩者何？曰：脏腑

虚微，气血衰弱，病起相感，积气攻冲，侵损荣卫，

有妨胎元，以致早产，急宜补养，久则成劳，难治。

妇人胎不过七月而生者何？曰：此形体充

实，气血两足故也。胎至七月，百骸具，九窍利，

即正产矣。昔山永富，家娶媳年二十岁，至夫家

才七月即生男。姑甚怒，翁从外商归，事闻深以

为玷，命逐妇归宁，其夫怜其娇艳，强与交欢。

别后七月复生男，翁姑始悔悟迎还。又七月而

生男，二年之内连举三子。后即绝孕。此天不

厌弃，此妇故连生三子以实之。若只生一子，则

覆盆之冤，没齿不能白矣。录此为多疑者戒。

妇人怀胎有二十余月而生者何？曰：此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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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中有漏血故也。缘成胎后，经虽不多，每月一

至，名曰漏胎。血有余者，不须服药，胎亦无恙；

不足者，胎无血养，以致胎气不充，又贫苦无医

药，延至二十余月，四体充，百骸具，七情开，九

窍利而生男。余曾见此三症，皆气血渗漏，以致

愆期，亦不甚为怪也。

妇人胎有欲产不产者何？曰：此气逆也。

当顺其气，自然安妥生下，用来苏散及葵子散。

又临产或不顺利，用草麻子十四粒，朱砂、雄黄

各五分，蛇脱一尺烧灰，麝香一分，为末，浆饮和

丸。用椒汤淋洗产妇肚脐，置前药丸在内，用纸

数层盖覆，以阔帛束之，胎下即去上药。

妇人将产偶为捍动所伤治之者何？曰：此

病十死八九，急用加减四物汤救之。

五、临 产

妇人胎死腹中者何？曰：小腹迸痛如冰，寒

热并作。舌黑子死，用官桂、麝香等分酒下。

妇人临产胎死腹中者何？曰：母患潮热，经

旬脏腑薰蒸，又或吃热毒之物，交感损伤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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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用活水无忧散。

妇人难产累日不下者何？曰：胎前不能调

养故也，至口臭，舌青则儿已死。母面色青，母

亦难保。速用催生救急丹，或达生散救之。

妇人临产胎晕不省人事者何？曰：速将产

妇扶起，勿令睡卧，以韭菜一握，切碎，置有嘴磁

瓶，用米醋煎数沸，浇灌以内，密封瓶口，以嘴紧

向产妇鼻孔，令醋气透入即苏。

妇人产时胎尚未落而浆水先尽治之者何？

曰：用保生无忧散，或达生散治之。

妇人临产交骨不开者何？曰：阴气虚也，用

加味芎归汤。川芎、当归各五钱，自死龟版一个、酒炙，妇

人头发一握、烧灰存性，每服五钱

妇人胎衣不下者何？曰：儿既生下，衣被积

瘀攻入，不能堕落，用破血红花散，或单用草麻

子仁研烂涂足心，下出即洗去。或即以产妇头

发入口，作呕胎衣自出，不出者死。

妇人产门不闭者何？曰：此气血大虚也，用

十全大补或补中益气汤倍加升麻。

妇人产后阴魋脱下�，玉门不收治之者何？

� 阴（'���"�p�，又读 ����"�q�）脱下：阴挺。，通“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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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用石灰一升，炒令极热能烧草，置溷�桶中，

再用荆芥、防风、不拘多少，煎百沸汤沃之，令产

妇坐桶上，使气薰入阴户，待温和坐浸其中，二

三次平复如故。

妇人临盆横产者何？曰：胎儿将下，先露其

手，或露其臂，用针刺入二分许，儿手不上，以盐

擦之。皆因儿转身未当，产母用力迫逐太急，致

儿身横，欲下不得。不幸而有此候。当令产母

仰卧，令接生稳婆先推其身直上，渐渐将手入，

以中指抵其背椎上，俟其身转问路，急煎催生救

急丹服。一钟方可扶母临盆，此名横生。凡接

生之人，非精妙手段，不可妄用此法，恐其反伤

人命。

妇人临盆倒产者何？曰：胎元曲转其身，未

认生路。被母用力太速，致令儿头偏住门路而

未能生下，当令产母仰卧，使接生之人轻轻推儿

送上，以手拨正其头，使向产门，然后产母用力，

名曰偏产。凡接生之人亦要精妙手段方可依

此。

妇人冻产治之者何？曰：冬月严寒，天气闭

� 溷（��{���，混）：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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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血凝而不散，以至儿不能下，宜满屋燃火，以

重绵裹身，温养其血热则寒散，儿软易生，此名

冻产。若春秋之间，遇有阴涩寒冷之时，以炭暖

房亦妙。

妇人临产则肠先出，然后产子者何？曰：此

盘肠产也。其肠初出以筛盛之，随以米醋半钟，

新汲水半钟，搀和令人猛噀其面者三，肠即收

上，又方用萆麻子十四粒，去壳研碎、放头顶中

间百会穴上，俟肠收上随拭去药。

妇人产经五日，已死，遇医用针而母无恙者

何？曰：儿在腹中转身时，手摘其心致母昏愦不

产，时值暑天，病家虑其秽，置席上抬送庄外，陡

遇朱丹溪踪其后，见其鲜血淋地，询得其实。

曰：识其症矣，容我针之，犹可复生。即于心窝

针之，儿果撤手而下，产母复生。

六、产 后

妇人产后阴脱者何？曰：气血虚而不能收

敛也，宜补中益气汤倍当归、熟地、麦冬、白术、

升麻，入糯米一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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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产后血晕者何？曰：气血暴虚，未得安

静，被瘀血随气上冲，迷乱心神，故眼暗头眩，甚

至闷绝不知人事，口噤神昏气冷，宜用清魂散即

苏醒复旧，不可作喑风治，或用失笑散。

妇人产后血不行腹作痛者何？曰：此瘀血

也。儿初落地，须扶坐片时，使腹中瘀血下行，

若听其即卧，多致饱闷腹痛，宜用元胡索散加桃

仁、苏木。

妇人产后不语者何？曰：心有七孔三毛。

因产虚弱多致停积，瘀血闭于心窍，神思不明，

又心气通于舌，心气闭塞则舌本亦强矣，故不言

语。用人参、石菖蒲、川芎各一两，细辛一钱，防

风，辰砂各一两五钱，为末，每服一钱，薄荷汤送

下，名七珍散。

妇人产后忽然狂言乱语，妄见鬼神者何？

曰：产后血气虚弱，肺脏无气，心气不清故也，宜

用加味乌金散，不可作风晕治。

妇人产后或歌或舞，或唱或笑，或坐或卧，

或怒骂，甚至窬垣上屋者何？曰：败血冲心，聚

而不散故也。冲胃则恶心呕吐，冲心则颠狂错

乱，皆是恶症。用药速救，亦多不起，宜龙齿清

魂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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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产后忽患哮喘者何？曰：此危候也。

产后虚弱，不避风寒，兼瘀血凝于肺脾之故。宜

用大宁肺汤兼驱逐瘀血诸药。

妇人产后干咳嗽者何？曰：此产中去血过

多，血少火旺之故。若有儿吃乳，久必无乳。若

无儿吃乳，仍干咳嗽身热者，必成劳怯。宜服逍

遥散加贝母、知母、陈皮、麦冬五味等药。

妇人产后吞酸者何？曰：此胃中积痰滞火

所致，宜七气合二陈汤。

妇人产后忽然心痛不可忍者何？曰：胃气

虚弱，心经血少，二者不顺，又因七情所触，以致

诸气不和，痛不可忍，宜服七情手拈散。或伤寒

冷饮食致血晕者，随症治之。

妇人产后胁痛在左在右者何？曰：在左为

血，以清血顺气为主；在右为痰，以化痰消食为

主。

妇人产后骨节四肢通身疼痛者何？曰：产

育之时，周身骨节开张，气血俱虚，此皆劳损，勉

强坐卧，出房吹风所致，宜用芎苏饮加羌活、防

风。若内伤生冷，外感风寒，宜服生料五积散。

妇人产后手足疲软不能行动者何？曰：败

血流于四肢故也，宜逐瘀血加引经药。

圆愿

中

医

古

籍

珍

稀

抄

本

精

选

︵
七

︶



妇人产后忽然麻木者何？曰：此气血大虚

故也，以大补气血为主，兼乌药、香附诸药。

妇人产后中风不语者何？曰：此因产妇不

避风寒，赤脚下床，踏于冷地，兼百日内遇房事，

或当风取凉洗浴，宜用乌金散，不可作风治。

妇人产后发热，口干作渴，唇裂生疮者何？

曰：此胎前过食辛辣、椒蒜、鸡鱼，热物积于脾

胃，气攻上焦所致。宜用逍遥散加连翘、花粉治

之。

妇人产后寒热者何？曰：血虚感冒，四肢痠

痛，头眩目晕，宜用加味乌金散，不可作疟治。

妇人产后疟疾者何？曰：过伤饮食，食滞生

痰故也。用清脾饮倍加消食化痰药，稍退用常

山七宝饮。

妇人产后痢疾者何？曰：产后大虚，过伤生

冷所致，若腹中作痛，里急后重，用木香导滞汤

驱逐之，次用黄芩芍药汤清利之。久则用真人

养脏汤之类。

妇人产后疟痢，治以温补而泄泻者何？曰：

此必暴雨之后，病家不知，误用无根水煎，气益

下行，故不效而反泻也。急以人参喂救之，仍用

温补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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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产后谵语者何？曰：心主生血，产后去

血过多，心神失守故也。宜大补气血安神即愈，

热盛脉大者不治，益母丸薄荷汤送下，童便服之

亦愈。血虚而神失守者，用猪心窍血屡验。

妇人产后乳窍不通治之者何？曰：用炒山

甲、王不留行为末，用酒调服。或煮猪蹄作羹饮

之，此初产时可用，若十余日无乳，当察其虚实，

实则开痰提气，虚则大补气血，当消息而治之。

妇人小儿饮乳，经事三年不至者何？曰：乳

乃上涌之血液所化，若无儿饮乳则流为经水矣，

不须服药。

妇人产后发肿胸饱者何？曰：此内伤食气，

外又冒风故也，用青皮饮或加减胃苓汤。

妇人产后呕吐，饮食不下肿胀者何？曰：血

虚气弱，或受怒气，或伤生冷，致脾胃不能运化，

湿滞而生痰生火，久则必成反胃。宜用香砂养

胃汤。

妇人产后小便不通，腹胀如臌治之者何？

曰：用炒盐和麝香少许，填满脐中，上置葱白片

半指厚，用火炷盖满葱饼灸之，觉热气入腹难禁

即止，则小便通而胀自消矣。

妇人产后小腹中有块作痛者何？曰：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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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未破之故。宜用香棱散倍破瘀药；或枳实芍

药散亦验；若患孕痈用乌药五钱，水一钟入牛皮

胶蒸化，七分温服；或薏仁蒸汁饮之。如不应，

用牡丹皮散。

妇人产后忽然下血，成片似崩者何？曰：血

气大虚，脾胃又弱，荣卫衰败故也，宜和血理气

用四物止经汤。

妇人产后膀胱垂下不收者何？曰：劳伤太

过，又取重物，气弱虚冷，因而不收，有至三四月

不能还原者，宜用收阴散。

妇人产后伤脬，终日淋漓不干者何？曰：此

被守生婆误伤所致，用补脬汤（内有黄绢或用黄

蚕茧，煎至粘，服后拥卧得汗即愈，忌闻金声），

或煮粘脬食之即愈。

妇人产后小便肿痛者何？曰：湿热客于膀

胱。用干姜、枳壳、麻黄、桔梗、陈皮、甘草、乳

香、没药，煎汤服之。

妇人产后频数治之者何？曰：宜瓜蒌汤，或

菟丝子丸。若中气不足，宜补中益气汤加益智。

妇人产后阴痛阴痒者何？曰：此湿热也，或

坐冷地，或洗用凉水之故。用白芷、荆芥、防风、

花椒、杏仁、白矾、细辛，煎汤薰洗。

猿员

妇

科

百

辨



妇人产后百病三恶者何？曰：呕吐、泄泻，

盗汗是也。病见一恶已难调治，三恶并见，其病

必危。三者之中当治其急。此急则治标之说，

譬如扑火救其所先，余可少缓然。

七、附 志

妇人或因难产，或因不正用草药断产，致生

他病者何？曰：产育一断，难免无病，须待经事

将净一二日之间，用黄连、黄芩、黄柏、滑石为

末，蜜汤送下，以寒子宫，再不生育，亦无他病。

妇人内伤外感与男子同治，惟经带胎前产

后用药较难，故不惮烦，而详之，方多验过，全

在灵敏者之运用焉。

八、论中引用各方

八味丸

附子 肉桂一两 地黄八两 萸肉三两 山

药四两 茯苓三两 丹皮三两 泽泻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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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丸。

乌药顺气散

乌药 橘红二钱 麻黄 川芎 白芷 桔

梗 枳壳炒，一钱 僵蚕 炮姜 甘草炙，各五分

二陈汤

姜半夏 陈皮 茯苓各一钱 甘草五分

加姜煎。

补中益气汤

黄芪蜜炙，一钱五分 人参 甘草炙，一钱 白

术土炒 陈皮 当归五分 升麻二分 柴胡二分

姜三片 枣二枚

小续命汤

防风一钱五分 桂枝 麻黄 杏仁 川芎

白芍 人参 甘草炙 黄芩 防己八分

加姜、枣煎。

礞石滚痰丸

青礞石一两 沉香五分 大黄酒蒸 黄芩八两

礞石同朴硝煅研和诸药为丸。

金沸草散

旋覆花 前胡 细辛一钱 荆芥一钱五分

赤茯苓六分 半夏五分 甘草炙，三分

加姜、枣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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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拗汤

麻黄 杏仁 生甘草

人参败毒散

人参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川芎

枳壳 桔梗 茯苓一两 甘草五钱

加姜三片薄荷少许。

竹叶石膏汤

竹叶二把 石膏一斤 人参三两 炙甘草二两

麦冬一升 半夏半升 粳米半升

加姜、枣煎。

四物汤

当归 生地黄三钱 芍药二钱 川芎一钱五分

六味地黄丸

地黄 萸肉 山药 茯苓 丹皮 泽泻

蜜丸。

六君子汤

人参 白术土炒 茯苓二钱 甘草一钱 陈

皮 半夏

人参清肺汤

人参 杏仁 阿胶各一钱 粟壳蜜炙，一钱五

分 炙甘草 桑白皮 知母 地骨皮 乌梅肉

各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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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枣一枚。

滋阴降火汤

生地三钱 当归 川芎二钱 白芍酒炒 知

母 黄柏 玄参

五积散

白芷 陈皮 厚朴六分 川芎 白芍 茯

苓 桔梗二分 苍术 枳壳七分 半夏 麻黄四

分 干姜 肉桂 甘草

加姜、葱煎。

十神汤

麻黄 葛根 升麻 川芎 白芷 紫苏

甘草 陈皮 香附 赤芍

加姜、葱煎。

香苏饮

香附炒 紫苏二钱 陈皮一钱 甘草七分

加姜、葱煎。

苏子降气汤

苏子 半夏 前胡 厚朴 橘红 当归一

钱 甘草炙 肉桂五分

加姜煎。

木香顺气汤

木香 草蔻 益智 苍术三分 厚朴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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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皮 陈皮 半夏 吴萸 干姜 茯苓 泽泻

二分 升麻 柴胡一分 当归五分

清暑益气汤

黄芪 人参 白术 苍术 神曲 青皮

陈皮 甘草 麦冬 五味 当归 黄柏 泽泻

升麻 葛根

姜、枣煎。

逍遥散

柴胡 当归酒炒 白芍酒炒 白术土炒 茯

苓一钱 甘草炙，五分

加煨姜、薄荷煎。

五苓散

猪苓 茯苓 白术 泽泻 桂

四七汤

人参 官桂 半夏一钱 甘草五分

加姜煎。

藿香正气散

藿香 紫苏 白芷 大腹皮 茯苓三两

白术土炒 陈皮 半夏曲 厚朴 桔梗二两 甘

草一两

清脾饮

青皮 厚朴醋炒 柴胡 黄芩炒 半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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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 白术土炒 甘草炙 草果

加姜煎。

胃风散

人参 白术 茯苓 当归 川芎 芍药

桂

加粟米百余粒煎。

加味平胃散

苍术二钱 厚朴 陈皮 甘草炙一钱 麦芽

神曲

黄芩芍药汤

黄芩三两 芍药 甘草二两

芍药地榆汤

芍药 地榆 阿胶 卷柏

槐角丸

槐花 枳壳 当归 黄芩 防风 地榆

酒糊丸。

仓廩散

人参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川芎

桔梗 茯苓 甘草 陈仓米一撮

香砂养胃汤

半夏 白术炒 陈皮 茯苓 厚朴 香附

人参 砂仁 槟榔 草果 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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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姜三片、乌梅一个。

木香流气饮

半夏 木香 青皮 陈皮 麦冬 甘草

厚朴 丁香 人参 枳壳 沉香 肉桂 苏子

蓬术 通草 白芷 茯苓 木瓜 肉果 槟榔

白术 大腹皮

指迷七气汤待考

独活寄生汤

独活 桑寄生 秦艽 防风 细辛 当归

白芍 川芎 熟地 杜仲 牛膝 人参 茯苓

甘草 桂心

当归拈痛汤

茵陈酒炒 羌活 防风 升麻 葛根 苍

术 白术 甘草炙 黄芩酒炒 苦参酒炒 知母

酒炒 当归 猪苓 泽泻

防风散待考

宝藏丸待考

龙胆泻肝汤

龙胆草酒炒 人参 天冬 麦冬 生甘草

黄连 栀子 知母各五分 黄芩七分 柴胡一钱

五味子三分

清凉散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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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脾汤

人参 黄芪蜜炙 白术土炒 茯苓 枣仁各

二钱 远志 当归各一钱

加桂圆肉七枚。

二地二冬二母二皮二百汤

生地 熟地 天冬 麦冬 贝母 知母

丹皮 骨皮 百部 百合

安神定志辟邪丸待考

凉血地黄汤

生地 当归 川芎 黄连 黄柏 黄芩

细辛 柴胡 羌活 荆芥 防风 升麻 藁本

知母 红花 蔓荆子

七气汤

半夏五钱 厚朴三钱 茯苓四钱 紫苏二钱

加姜枣煎。

滋血汤

熟地 芍药 川芎 当归 人参 黄芪

山药 茯苓

八珍汤

熟地 芍药 当归 川芎 人参 白术

甘草 茯苓

生血地黄汤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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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附丸

当归 香附 川芎 艾叶 人参 干姜

白芷 延胡 琥珀 沉香 木香 地榆

神术散

苍术 防风二两 甘草一两，炙

加生姜、葱白煎。

来苏散

木香 陈皮 神曲 黄芪 炮姜 白芍

麦芽 阿胶 甘草炙 糯米 苧根

葵子散

黄葵子一钱 血余少许

热酒冲服。

加减四物汤

熟地 当归 白芍 川芎 蓬术 三棱

肉桂 干漆

活水无忧散

益母草 急性子 当归各四两 生地 紫

苏 陈枳壳 赤芍各二钱 肉桂 川芎 陈艾各

一钱 甘草八分 活鲤鱼一个

催生救急丹

当归 川芎 龟版炙 血余灰

达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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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五分 大腹皮三钱 白术一钱 白芍一钱

甘草二钱 归尾一钱 陈皮五分 人参五分

保生无忧散

当归 川芎 芍药 枳壳炒 木香 甘草

炙，各一钱五分 乳香另研 血余灰各五分

破血红花散

归尾 赤芍 枳壳 肉桂 甘草 威灵

仙各一钱 人参 红花五分 加生姜三片。

十全大补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熟地 芍药 川芎

当归 黄芪 肉桂

清魂散

人参 泽兰 荆芥 川芎 甘草

失笑散

五灵脂 蒲黄炒

延胡索散

延胡索 蒲黄 肉桂 当归 乳香研 没

药制 赤芍

加减乌金散

厚朴 黄芩 柴胡 麻黄 陈皮 甘草

当归 白芍 熟地 加葱白三个、生姜三片。

七珍散

源员

妇

科

百

辨



石菖蒲 人参 生地 川芎 细辛 防风

辰砂

薄荷汤送下。

龙齿清魂散

人参 远志 桂心 归身 茯神 细辛

延胡 麦冬 甘草

姜、枣煎。

大宁肺汤

橘红 紫苏 五味子 杏仁 甘草 半夏

黄芩 阿胶 瞿麦 桑白皮 枳壳

加姜五片。

七情手拈散

枳壳 延胡 小茴香 白芍 乳香 没药

甘草

芎苏饮

紫苏 干葛 半夏 茯苓 陈皮 甘草

枳壳 桂枝 川芎 木香 柴胡

加姜、枣煎

乌金散

厚朴 陈皮 桔梗 苍术 川芎 白芷

茯苓 当归 枳壳 白芍 桂枝 麻黄 羌活

独活 牛膝 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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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葱头、姜。

截疟七宝散

常山酒炒 草果 槟榔 青皮 厚朴 陈

皮 甘草

酒水煎、露一宿，于当发之早，面东温服。

真人养脏汤

人参 当归 诃子 肉豆蔻 甘草炙 木

香各一钱 白芍 白术炒三钱 肉桂五分 粟壳蜜

炙，三钱

益母丸

五月采取益母草晒干为末炼蜜为丸。

青皮饮待考

胃苓汤一名封尘饮子

猪苓 茯苓 白术 泽泻 肉桂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香棱散

荆三棱 蓬术 赤芍 甘草 官桂 香附

乌药 桃仁 红花

枳实芍药散

枳实炒黑 白芍酒炒

牡丹皮散

丹皮 牛膝 归尾 赤芍 荆三棱 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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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术 延胡

四物止经汤

当归 人参 阿胶 茯苓 枣仁 陈皮

蒲黄 甘草 白鸡冠花 侧柏叶

加姜三片。

收阴散

当归 川芎 白芷 升麻 萸肉 熟地

白术 枳壳 人参 陈皮 沉香 肉桂 甘草

补脬饮

生黄绢一尺，剪碎 白牡丹皮根 白及各一钱

用水一碗，同煮绢烂如饴，空心顿服，服时

不可作声。

栝蒌汤

栝蒌 黄连 甘草 人参 桑螵蛸 大枣

菟丝子丸

菟丝子 石莲子 茯苓

山药，麦糊丸。

妇女要方

景岳调经饮 专治妇女月水参前。

黄连 乌药 香附 甘草 当归 川芎

芍药 地黄

理经汤 专治妇女月水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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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 黄芪 川芎 当归 升麻 陈皮

白术 白芍

调经愈痛散

治妇人月水将来，预先作痛。

黄连 乌药 枣仁 香附 甘草 当归

川芎 芍药 地黄

煮附丸 专治妇女经水参前落后。

用香附不拘多少，好醋浸一宿，煮熟焙干磨

末，醋和丸，日以米饮进二服，半年以上即效。

清热调经汤 治妇女经事落后三四日及饱

嗳发热。

枳壳 厚朴 苍术 半夏 桔梗 草果

茯苓 甘草

补中汤

当归 川芎 芍药 人参 黄芪 陈皮

蜜丸，白汤下。

种子丹

吴萸 白芍各一两 细辛五钱 菖蒲 白附

子 桂心 厚朴各四钱 乳香 茯苓 没药

牛膝 当归各三钱

同乌骨白鸡炙末，煎炼蜜丸。

保气散 安胎宽气，进食瘦胎易产，设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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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失宜，偶然跌仆，动胎漏血，兼服佛手散、神寤

丸、枳壳散。此三药八月宜常服。

香附四两 山药七两 砂仁 甘草各一两

木香四钱 益智 苏叶各五钱

白汤下。

当归独活汤 治妊娠子，俗名魂风。

贝母 葛根 杜仲 防风 防己 川芎

泽兰 官桂 当归 人参 茯苓 藁本 独活

竹沥 贝母 易产若未足月者，以升麻代之。

枳壳散 治妇人手足烦热，夜卧多汗，肌肉

黄瘦；经候不调，四肢烦倦，心胸饱闷。

枳壳三两 半夏 赤芍各二两 柴胡 黄芩

各一两半 姜一片 枣二枚

白术散 治妊娠气不调和、饮食易伤。

白术 紫苏各一两 川芎 诃子 青皮各五

钱 人参 白芷炒，各三钱 甘草四分 姜三片

秘结方 治妊娠秘结，大便不利乃热结于

大肠。

枳壳三两 防风二两 甘草一两

宽膈饮 治妊娠心胸饱满，痰逆不思饮食。

赤苓 前胡 白术 苏叶各一两 半夏

麦冬 人参各四钱 大腹皮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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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水煎。

和中汤 治妊娠腰痛腹痛。

当归 阿胶 甘草各一两 葱根半升

香归饮 此经产行血，圣药治血块升塞饱

闷恶心呕吐。

藿香 青皮 陈皮 蓬术 三棱 香附

益智 甘草 半夏 桔梗 官桂 乌药 赤芍

归梢 姜

利肠散 治产后大便不通，四物汤多加青

皮。

按：产后便张，宜以润肠汤、玉烛散等治之，

如不效，百检升经心法，知产后大便秘结，因下

血过多，精液耗竭，以此散极效。

润肠汤 治大便秘结。

麻仁 大黄 生地 熟地 当归 桃仁

红花 升麻 甘草

清金退热汤 治痨怯等症。

归身 白芍 人参 茯苓 黄连姜汁炒

黄芩 知母 贝母 柴胡 桔梗 陈皮 川芎

五味 甘草 桑皮 地骨皮 姜

人参五味子汤 治劳怯骨蒸，热嗽，痰血等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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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 芍药 人参 黄芪 贝母 桔梗

麦冬 陈皮 青皮 山栀 丹皮 五味 甘草

杏仁 姜

人参养荣汤 专治妇女一切虚证。

八珍汤去川芎加黄芪、官桂、五味子、陈皮、

远志、姜、枣。

香壳散 治呕吐血症。

香附 枳壳 苏木 白芍 青皮 陈皮

桃仁 归尾 蓬术 乌药 甘草

茯苓半夏汤 治痰火怔忡等症。

当归 川芎 赤芍 地黄 陈皮 甘草

半夏 茯苓 南星 黄连 枳实 香附 黄芩

杏仁 蒌仁 黄柏 姜汁 竹沥

滋阴清肺汤 治干咳日久而火上炎。

黄柏酒炒 麦冬 熟地各五钱 知母酒洗

山栀酒洗 当归 黄芩各一钱 白芍八分 青黛五

分 甘草四分

临服加童便半盏，姜汁一匙。

桔苏饮 治咳嗽身热，有汗恶风。

桔梗 紫苏 杏仁 贝母 半夏 白术

麦冬 桑皮各一两 橘红 枳壳 五味各四两

甘草五钱 姜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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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远服。

消渴散

人参 麦冬 五味 贝母 知母 黄柏

当归 白芍 花粉 黄芪 陈皮 甘草 地骨

皮

败毒散 治感冒寒热骨疼等症。

防风 荆芥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桔梗 枳壳 薄荷 甘草 茯苓 川芎 姜

乌药顺气散 疏风顺气两肋刺痛膨胀吐

泻。

乌药 麻黄 陈皮各二两 甘草 白芷

枳壳炒 川芎 桔梗各一两 干姜五钱 僵蚕一两

姜五片 枣二枚

共为末，每服四钱，孕妇勿服。

草果饮 治疟妙剂。

青皮 草果 陈皮 厚朴 半夏 茯苓

槟榔 乌梅 黄芩 紫苏 常山 柴胡 甘草

有汗加白术、茯苓；热多加柴胡、黄芩；寒多

加半夏、草果；口渴加知母、麦冬、花粉。

人参养胃汤 治脾胃不和，饮食不化。

人参 厚朴 苍术 炙草各五钱 陈皮

半夏各一钱 草果 藿香各三分 乌梅一个 肉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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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 茯苓七分 枳壳四分

指迷七气汤 消食散气

藿香 青皮 陈皮 蓬术 三棱 益智

桔梗 官桂蜜炙 香附醋炒，各一两 炙草七分

姜夏一两 姜

当归木香散 治下痢。

甘草 当归 木香 肉蔻 官桂 人参

白术 茯苓 白芍 陈皮 枳壳 粟壳 诃子

加减平胃散 治痢调理药

白术 厚朴姜制 陈皮各一两 人参 茯苓

枣仁各四钱 木香 黄连 槟榔各三钱 阿胶四钱

一方去黄连加苍术。

消毒散 止痢之剂。

陈皮 甘草 枳壳 粟壳

赤痢半炒半生，白痢纯用炒熟。

草豆蔻丸 治食伤冷物胃脘痛。

草蔻 白术各一两 黄芩 半夏 麦芽

神曲各五钱 枳实 陈皮 青皮 干姜各三两

磨积丸 治新久诸般积聚。

木香 官桂二钱五分 枳壳 杏仁 麦芽

蓬术 京三棱 石三棱 鸡爪三棱 黑丑 白

丑各五钱 干漆 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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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丸，姜汤下。

独活寄生汤 治筋骨痠痛。

独活 寄生 当归 川芎 白芍 生地

人参 茯苓 牛膝 秦艽 杜仲 细辛 官桂

防风各七钱 炙草 姜

槐角散 治肠胃不调，脏毒下血等证。

槐角 当归 甘草 苍术 乌梅 厚朴

枳壳 陈皮

茵陈五苓散 治湿热发黄小便不利。

官桂 白术 赤苓 猪苓 泽泻 茵陈

千金漏芦汤 治恶毒疮肠痈。

漏芦 白及 白蔹 大黄 甘草 枳壳

升麻 麻黄

加减活命饮 治乳。

橘叶十四张 青皮 花粉 白芷 防风各八

分 柴胡 桔梗 连翘 黄芩 甲片蛤粉炒黄研

当归一钱三分 赤芍一钱二分 银花一钱五分 角刺

二钱 乳香 没药炒去油 甘草各五钱

水煎同酒服。

加味益母丸 治难产及产后诸疾极效。

益母草端阳日收取，阴干勿见日光，二两，为末 当

归酒洗，七钱 川芎焙干 香附童便浸，焙干，各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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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细末蜜炼为丸，临产时煮酒与童便

各半，温服极为顺利。且无横产血升之患，产后

照法服之百病不复。

难产方

滑石四钱五分 射香一钱 黄葵子四十九粒

败莲房一枚，煅灰存性

以上为末，每服三钱 砂仁汤送下。

绝产方

柿子蒂二三十枚炭火烧煅存性为末，产后

三朝或六朝内陈酒温热送下。

保产无忧方 耑治生产艰难，甚有数日不

下者，一服即产母子俱全。如临月四五日前觉

腰腹痛及行动不安，先用一贴须于空心服。若

当产时，不拘时服。凡血晕阴脱及小产闪挫跌

扑伤，动胎气一概并治。

当归酒洗，钱半 川芎一钱三分 荆芥八分 羌

活五分 厚朴姜汁制，七分 蕲艾七分 白芍炒，一

钱二分 黄芪八分 枳壳炒，六分 菟丝子一钱四分

甘草五分 贝母去心，一钱 姜三片

河水二大碗煎八分。先期者空心服；临产

者随时服，须依法制度分两，切勿增减。

折冲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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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 桃仁 桂枝各一钱 红花四分 当归

川芎 牛膝各八分 丹皮 延胡各五分 甘草一分

上十味以水二合半，煎取一合半服。

安冲汤 治妇女经行过多或漏下不止。

白术 黄芪 龙骨 牡蛎各六钱 生地

白芍 乌贼骨 续断各四钱 茜草三钱

宁坤丸 粤东布玉田先生方。治妇人经水

不调，少腹寒冷腹痛不能孕育。

台人参五钱 川抚芎一两 东白芍五钱 鹿

茸片五钱 制香附七两 大熟地一两 全当归一两

广木香五钱 延胡索五钱 西砂仁五钱

上药共研极细末，加益母膏一两、炼白蜜三

两，杵和为丸，每粒重一钱，金箔为衣腊壳封固。

女金丹 此药调经养血安胎顺气，不论胎

前产后，月事参差，有余不足，子宫寒冷等症。

当归 川芎各二两二钱 白芍一两三钱 没药

八钱 甘草一两六钱 香附一斤十二两 生地三两

赤石脂二两二钱

上药共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桐子大。

妇科回生丹 治妊妇失宜劳后动胎，或胎

漏不安，子宫虚寒或过期不产，转动无力，横生

逆产，胸腹闷乱，恶露上攻，昏晕不省，急促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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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症。

当归 川芎 熟地 茯苓 乌药 苍术

香附 延胡 蒲黄各一两 牛膝一两五钱 桃仁一

两 陈皮 三棱 羌活 地榆 五灵脂 萸肉

白芍 炙草五钱 人参 白术 青皮 木瓜各三

钱 乳香 没药各二钱

再用大黄一斤为末，用醋三斤熬汁；苏木三两用河水五碗

煎三杯；红花三两用水五杯煎三杯；黑豆三升用酒五杯煎三杯。

将前药共为细末，用四种汁合为丸，每丸重

二钱，蜡封。

胎产金丹 此丹乃异人传授，耑治胎前产

后一切疑难凶急诸证，百发百中，真有起死回生

之功。

益母草 青蒿 白术各二两 人参 茯苓

当归 生地 鳖甲各四两 紫河车一具 香附四

两 白 玄胡各三两 肉桂 五味各一两 白

芍 艾叶 甘草各一两六钱 赤石脂 川芎 丹

皮 没药 沉香各六钱

共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丸二钱，朱砂为衣

蜡封。

行经后当归汤化服三五丸，自然受孕。

怀孕之后，每月白术黄芩汤，服三五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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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坚固易长。

屡经小产者，当归熟地汤化服，永无堕损之

患。

胎动不安，白莲花瓣汤化服。

胎漏下血藕节棕炭汤化服。

横生逆产并子死腹中，当归川芎汤化服。

妊娠赤带，红鸡冠花煎汤化服；白带，白鸡

冠花汤化服。

交骨不开，龟版汤化服。

产后胞衣不下，红花益母草汤化服。

产后儿枕块痛，山楂赤砂糖汤化服。

夺命散 治产后瘀血不行，腹痛昏晕等症。

没药一钱 血竭一钱

研末分二次糖调下。

按：没药、血竭虽似，为破瘀而没。然只泄

降下行，以舒其静脉之郁血，非攻逐峻剂可比。

更以童便为之，向导其功尤捷。

生化汤 治产后一切瘀阻块痛、血虚昏晕

等证。

当归 川芎 炙草 桃仁 炮姜

按：妇女生产之后肠虚不运者实居多数，如

脘闷呕恶，肢冷自汗，身热恶寒，瘀行不畅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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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钱氏生化汤加化痰顺气药品，大有殊功。

若阴虚火旺之体，发热烦躁，不欲近衣，瘀热内

结者，当用石芾南之新生化汤。用益母、丹参、

当归、桃仁，于活血药中加益元散、童便清热利

小便，藕汁清热生津液，此石氏之巧思神悟。非

旧方所可徼也。学者须审病之体，察病之机，

二者各得其用，各有得心应手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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