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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傅青主女科》系清代医家傅山所著，其种子篇以治疗女子不孕为要，至今仍对临床治疗妇人胎产具有

深远影响。傅山精于道学、医学，易象思维运用极广，其种子十篇中有半数皆基于易经坎离关系对相应

疾病病机进行论述，治疗上重视心肾水火交合，以及他脏对心肾的兼济之用。文章从坎离关系探究种子

篇中所体现的心肾既济思想，以期为临床治疗不孕提供借鉴思路。 
 
关键词 

坎离，《傅青主女科》，种子，心肾既济 
 

 

Exploring the Seed Theory of Fu Qingzhu’s 
Gynec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an and 
Li in The Book of Changes 

Zhouxu Zhong, Qian Zeng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an. 16th, 2025; accepted: Mar. 26th, 2025; published: Apr. 8th, 2025 

 
 

 
Abstract 
Fu Qingzhu’s Gynecology was written by Qing dynasty physician Fu Shan. Its seed chapter is about 
the treatment of female infertility and still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women’s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to this day. Fu Shan is good at Taoism and medicine, and his thoughts on 
Yi Xiang are very widely used. Half of his ten seed articles are based on the Kan-Li relatio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to discuss the corresponding pathogenesis. In treatment, he pays attent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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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of water and fire in the heart and kidney, as well as the use of other viscera and orga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ought of heart-kidney harmony embodied in the seed chap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Kan-Li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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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明清时期“援医入易”思想达到高潮，诸医家将易象思维进一步融入各自理论与临床治疗中阐发，

极大促进中医学发展。傅山为全真道龙门派第六代弟子，师承尤精于《易》的郭静中，医学思想以人体

“水火互藏”说为基础[1]。《傅青主女科》是其所作经典妇产科专著，书中种子篇对不孕诸症阐述详尽，

篇首节明确提出“既济卦”治疗身瘦不孕，而基于此探究其十之半数无不立足于坎离关系进行的临床治

疗。傅山善于取象比类，诸多著作围绕《周易》之卦论述观点，故从易经坎离关系入手探讨傅山种子篇

的治疗思路对临床极具指导意义。 

2. 坎离卦始，水火易象 

《周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阐释了由混沌天地演变成阴阳两仪、八卦基于阴阳而生的

过程。八卦中乾天之卦和坤地之卦始生，将其相同位置的爻逐一交换后得另六卦，分示天、地、水、火、

风、雷、山、泽八物。坎、离二卦为乾、坤中爻交互而生，在《易经》中这两卦象征着水、火性质及其相

关的事物。自此坎、离的象征意义被逐步引入中医学，用以类比和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并指导

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2.1. 坎卦医解 

坎卦主水，为两阴爻中合一阳爻，呈一阳抱二阴之势。阳爻在中，真阳寓于水间，无根无系，至精至

纯。然初生之火其势不足破水而出，故蒸腾水中，此火又称相火、龙雷之火。坎卦象为阳纳于阴，寓夫妻

交媾、阴阳和谐之义，生理层面与肾主生殖相应。 
《内经博议》认为肾合坎寓水火两象于内、藏命门真火于至阴之间[2]。阳生阴中，静极而动，能升

阴精上济于心，有言升坎填离之妙，故肾为先天本源。《医理真传》注解坎水中有真阳寓内，中之一爻恰

如天一生水，在人身应肾，故评曰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 

2.2. 离卦医解 

离卦主火，为两阳爻间合一阴爻，呈二阳寓一阴之象。两阳爻于外有温煦散达之势，一阴爻在内含

润滋之功。外部之火即使明丽，若不依薪柴终成无根之火，如烛之无芯、火则将熄。 
离卦在脏腑应心与心包之性。李中梓认为：心为火，火中生液可称之真水，正是阴中存阳、阳中寓

阴。心阴居内涵濡心火，心阳守外温煦阴血并散布于身，互根而互用。心包经属厥阴而又为心外包膜，

顾护心脏、助心化赤。共成君火之象，温热四布却不刚烈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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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坎离交泰，女子孕育 

坎中真阳与离中真阴的相交，体现了阴阳互根、水火既济的动态平衡。这种交合不仅是生命源流之

要枢，也为生殖功能的原动力。《素问》：“法则天地，顺理阴阳，交媾坎离，济用水火，所以交其气

也”，指出水火交泰互运为天地之道，亦与人生命活动各环节息息相关。《医法圆通》有云：“人自乾坤

颠倒化育以来……乾破为离，坤孕为坎……先天纯粹之精，升于人身，浑然一气”，体现生命孕育基于

先天而进一步互根交融，育成此身。 
清代医家亦借坎、离卦象对孕育生子的相关过程进行描述。王秉衡谓女子应离中虚之象故能孕，如

天地生机在于灵空，脂满于胞则难有妊。黄元御认为怀胎为精气交感的过程，男作乾女为坤，各以中爻

相交为坎离，生男生女，俱从此出。虽存其局限，但足见诸医于生育环节对坎离的重视。 

4. 坎离失济，胎孕难成 

明清医家善用坎、离关系解释相关生理、病理。单凭先天阴阳五行阐说抽象而单纯，易为阴阳之理，

卦应变化之方，爻示阴阳之动，坎离二卦的独特性以及中爻的相对性能较好体现出“阳欲上而阴引之”

互根互用下动态均衡之势，故以后天坎离继之。心肾相交理论源自《周易》坎、离二卦[3]。《傅青主男

科》言心肾分别为水火二脏，然虽相克而实相须[4]，于《周易》基础上强调克中有生。心肾相合，阴阳

交体，则水火得以互藏。一旦二脏水火不济、神智有乱，则子难得也。《女科经纶》提出心神驰外或肾劳

精亏，可致君火失降、肾水难升最终难以成孕。 
《傅青主女科·种子》篇提出“火在水上之未济卦”示水火不济病理，该卦为六十四卦之末，离上坎

下，水火相背，天地不交。离中阴爻为两阳爻独包于上，乃肾水不升心火独亢于上之象。离中阴亏，心火

失其依附而妄动将脱，火愈煎灼心阴。坎中阳爻独生于两阴爻中，无心火温煦而肾水难升。真阴亏虚无

以制坎中真阳，如水浅而不养龙，龙雷之火破水而出，即相火妄动虚火上冲，进而恶性循环。未济体现

在种子上则应书中“不能受孕，即偶尔受孕必致逼干男子之精”，正是上下未交，水火难媾，子难得之。 

5. 坎离相济，种子有道 

《傅青主女科·种子》篇多次强调水火关系，易之卦理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而八卦中惟坎离于

先后天中得独居正位。《傅青主丹亭真人问答集》亦曰“后天卦位，退乾坤于至尊无用之地，而以坎离代

之”，足见傅山临床尤重坎离。 
《傅青主女科》点明胞胎系于心肾之间，为“交接之官”，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心肾交、坎离济

则阴阳有化，始能孕子。傅山种子之道在使坎离济，应水在火上之既济卦。此时离位下，寓心火下行之

象；坎在上，得肾水上行滋润心阴之义。其阳爻处初、三、五阳位，阴爻居二、四、六阴位，不论卦、爻

均得正位。坎中真阳上升而济心之火，心中真阴下降而生肾水。胞胎原即为男女坎离之气而合，故坎离

交立返本归元之效。 
坎离互济不仅限于心肾两脏水火相交，亦包括心肾自身阴阳水火平衡，以及心肾与他脏的既济关系。

傅山在女科治疗中构建出“心–心包–胃–脾–命门–肾”关系轴，坎离的卦象结构决定了心肾相交的

必然性，而脾胃、命门等则是这一过程的调控中枢。傅山诸多著作中含有丰富的道教内丹思想，其内丹

水火理论又在其行医中运用。道医以脾为“黄婆”、“黄庭”，中宫之土掌握枢机运气，居坎离之间故为

心肾交济之媒。道教言婴儿并姹女，相逢在黄庭。黄婆营运，心肾交遘，坎离既济，方可成胎[5]。种子

篇中傅山提出心肾交与脾胃枢转、肝之疏泄等都有密切关系。坎离水火互藏而阴阳互倚，坎水之阳、离

火之阴欲待升降，终难逆本身至阴至阳之性，故需他脏升降枢纽作用居中协助[6]。另心为神主，肾为气

根，脏腑之性能常运亦赖心肾为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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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骨蒸夜热不孕”篇为肾水亏虚，髓热灼阴，水火不济无以成孕。傅山创清骨滋肾汤以滋养肾阴、

清退虚热。方中地骨皮、丹皮除骨蒸退虚热，沙参、麦冬、元参滋阴清热，水气得旺，则火气自平。白术

安中化生气血。傅山认为五味之酸以生肾水，则肾能益带。五味子益气生津，补益肾阴又兼养心，滋阴

亦敛浮烁之阴，固肾水之源，标本兼治，使水火得济、胞胎受养。诸药共用而滋肾阴之效著，补真水以制

火，而非用苦寒之品灭火，解骨中之热并不损胞胎，妙治阴虚火旺之证。正是壮水之主，肾水满溢，以制

阳光，虚热自退。方成坎离既济、种子易成之态。 

5.2. 益火之源，水火同生 

“下部冰冷不孕”篇言胞胎寒凉系心肾二火衰微，予温胞饮。方中巴戟天温肾暖宫而无燥热之弊，

盐水浸渍增强其补肾助阳之功却不伤阴，既补元阳又益阴水。种子篇用其十之有半。白术补气健脾、滋

养化源，两者为君共温先后天之火。臣杜仲、附子助以益肾壮阳，人参、山药协白术健脾补气。菟丝子、

山药味辛甘平，补阴填精，伍桂附、巴戟天，得阴中求阳之义。芡实为佐，补益收涩，得水土之阴抑桂附

耗气伤精之性。补骨脂暖水脏，阴中生阳；肉桂入心肾，补真火益心阳，二者为使，令心包与命门之火相

通。全方温补心肾、养精益气，傅青主评此方妙乃“补心而补肾，温肾而即温心”。《辨证录》云：“火

非水不生……所谓无阴不能生阳”。火不独补而水中补之，互根互用，既济相生，方显极妙。其方剂中巴

戟天、补骨脂等药，既补命门之火，又滋肾阴，体现了坎离交媾的平衡思想。 
“便涩腹胀足浮肿不孕”以化水种子汤治疗脾肾阳虚所致水液停聚。巴戟天与肉桂温肾阳，补先天

之虚兼助膀胱气化，予车前共利胞宫水湿。白术、茯苓、人参健脾补气，菟丝子补肾益精，芡实健脾益肾

而长于收涩止泻，共达温补脾肾、化水祛湿之效。方义利水暖胞，在于补肾气、壮肾火。傅山言本方妙在

非补肾之水而在补肾之火。尤其巴戟天、肉桂温肾阳，菟丝子、芡实固肾精，正合“坎中填离”之旨。此

方体现“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贵在补坎中之阳。火之根位下，坎中为真阳，故坎中一阳不损，则真气得

存，胎孕由生。 

5.3. 滋水涵木，交合水火 

“身瘦不孕”篇中傅山提出肾精亏损、阴虚火旺不能受孕之证，称火在水之上卦，方以养精种玉汤，

此方大补肾水兼平肝木。君药熟地被《本草分经》赞曰“为壮水之主药”，同时亦为补精血之妙药。熟地

为生地黄所炮制，传统做法经木甑瓦锅九蒸九晒，地黄本阴，久久蒸制后味由苦转甘，得太阳之真火而

为阴中之阳，可补肾中之元气[7]，如坎得中之一点真阳。山茱萸禀火之气，《本草乘雅》云其色赤味酸

入肝之体，《本草发挥》评曰“阳中阴也”。杨时泰论其火用而肝体，故能涩阴固阳，益髓填精，有取坎

填离之象[8]。肾水虽非酸不生，然酸温津润合从水藏之精液非自力所及，《本草新编》言“非得熟地之

甘温，山茱萸亦不能独生肾水也”[9]。一者味酸生精，一者甘温制酸，配合得宜如水乳交融、夫妇好合，

成坎离交济之功。当归补血使精充血足，配白芍之酸敛，柔肝阴平肝火，又抑当归辛窜。全方大补精血，

血旺而火消，成水在火上卦，如此坎离既济，得有子之道。 

5.4. 心肾交中，枢机得运 

“胸满少食不孕”篇乃心肾阳气虚无以温化脾胃，化物失司难养胞胎，气机失常又表现为胸满少食。

用温土毓麟汤以巴戟天、覆盆子温命门兼心包络之火，白术山药同人参健脾益气，以滋化源，神曲醒胃

以畅纳谷之用。全方补心肾之火而兼脾胃，以脾胃经药配心肾药中，似黄婆媒合婴姹，显生制之理，如

王子接所言“非神曲无以使水火既济”[10]，奏四经并治之妙。心肾相辅相成，先后天之火温养脾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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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化有度、水谷得养，进而精充血足，胞胎有孕。此方中傅青主将坎离之道转化为具体补气以生血，合

“离火需坎水滋养”之理，同时又显诸脏既济，枢机和调使心肾相交。 
傅山言非心火胃土不生，非肾火脾土不化。后天八卦中土行所属象为坤土、艮土，且坤土居于离火

之次，坎水先于艮土之位。明清多医家用卦象细分五行时认为：脾属艮土得先天坎中未生化之阳而成，

胃属坤土为离火生而藏味化谷。故傅山提出欲温脾胃须补心肾二经之火[11]，此时脾胃化物之要在坎离，

所以补胃必兼补心，益脾不忘益肾。 

6. 小结 

不论温补经火、滋水涵木，抑或枢机畅达，皆寓水火沟通之理，可知种子之道不得与坎离互济相远。

除种子篇外，调经、妊娠等篇多处提及“既济之义”、“既济之欢”，调经篇中经水数月一行里亦点明

“坎中真阳不损”，全书多言水火，实暗含坎离既济之妙[12]。现今医易研习的过程中需要取之精华、去

其糟粕，坎离关系在不孕诊治中的内涵需继承丰富，因此傅山运用坎离之理的思路在当今不孕症临床辨

证论治各环节中值得深入学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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