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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岳男科学术思想研究述要※

肖 正1 段永强1，2▲ 齐 菁1 白 敏1 马 骏1 王 斑1

摘 要 张景岳博学多识，著述等身，其学术思想源出《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并继承金元四

大家等诸家学术精粹，对男科疾病的治疗有独到的见解。其对男性诸疾之病因病机进行深入探讨，

指出阴阳、脾肾之重要性，并创制左归丸、右归丸等名方，治疗男科诸疾均有效验，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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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景岳生平
张景岳（1563—1640年），名介宾，明朝嘉靖年间

著名医家。幼年研习《黄帝内经》，曾拜名医为师，精

研数年，尽得其传。壮年入行伍，未有功名而笃志研

医，之后总结多年治《黄帝内经》所得，著成《类经》《类

经图翼》《类经附翼》等作。其“读书不屑章句，韬钤轩

岐之学，尤所淹贯……尽弃所学而肆力于轩岐，探隐

研神，医日进，名日彰，时人比之仲景、东垣云”[1]3。晚

年潜心著书立说，作《景岳全书》，“博采前人之精义，

考验心得之玄微，以自成一家之书”[2]5。

2 男科学术思想概要
2. 1 理论研究

2. 1. 1 基于“阴阳一体”的男科学术理论 “阴阳一

体”理论源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

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

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张景岳在《类经》中自注“道

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太极动而生

阳，静而生阴，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故阴阳为天地之

道”，反映出其核心观点，即阴阳乃同一事物之两个方

面，二者源基一处，仅于表现形式上相异，解释为万物

内部所存在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方面，最终落

脚于阴阳对立统一的存在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规律

这一观点。

郑军状等[3]指出，张景岳乃“阴阳一体，同源于气”

观点的首次提出者，其归纳出“一即气，二即阴阳”，总

结而得“阴阳者，一分为二”的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继

而基于此认知进行阐述。张景岳依据《黄帝内经》“阳

病治阴，阴病治阳”的治疗思想，提出“善补阳者，必于

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须于阳

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对后世中医男科诸

疾从肾之阴阳论治指明了方向。

另外，张景岳还将“阴阳一体”理论融会贯通于其

男科学术理论体系之中。韩忠等[4]指出，中医男科临

床多见数病同患、数证夹杂之疑难杂病，难辨其因且

难定其证，导致预期效果不尽人意。张景岳将男性诸

疾之发生发展总纳于阴阳失调，主张定调和阴阳为治

男疾之总法。诚如《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篇》中所

云：“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

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

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1]2

张景岳将“阴阳一体”理论运用于男科疾病的诊治，提

纲挈领地规范了后世男科疾病的治则治法。

2. 1. 2 强调“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男性体质特

征 张氏习医之初，信服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

足”之说，然而随着学识的积累以及诊治经验之丰富，

从最初笃信此论到“疑信相半”，终而“始知其大谬

矣”，因有所感而撰写《大宝论》及《真阴论》对其加以

批驳。前论基于形气之辨、寒热之辨及水火之辨三个

方面，详细阐述其“阳非有余”之论断；后论于“不知此

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盖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

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故物之生

也生于阳，物之成也成于阴，此所谓元阴元阳，亦曰真

精真气也”[2]800立论，归结其“阴常不足”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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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松等[5]总结，丹溪所论妄动相火之“阳”有别

于景岳所论真阳之“阳”，景岳所主张乃真阳非有余，

真阴常不足；丹溪辨阴阳实指相火常妄动，真阴常不

足，二者论述之阴阳所代指的含义本质不同，且在相

关认知上互有补充，因此对于相关争论应当辩证看

待，兼而采之。

徐祖传等[6]报道，基于“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思

想，诊治男科疾病，如选用右归丸治疗前列腺增生病，

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苟海峰等[7]报道，运用“阳非有

余，阴常不足”理论，方选右归丸加减调治老年男性夜

尿频数 30例，随证加减，可以有效地缓解症状，完善

西药治疗之不足。

2. 1. 3 重视“脾肾相关”之男科因机理论 张景岳认

为，肾与脾胃，一为先天之本，一为后天之本，脾胃运

化水谷精微，气血得以生化，继而滋养肾脏，充养先天

之火，先天之火旺盛亦可促进脾胃发挥良好效能。诚

如《景岳全书·传忠录》所论：“水中之火，乃先天真一

之气，藏于坎中。此气自下而上，与后天胃气相接而

化，此实生生之本也。”脾肾相互滋生濡养，“盖人之始

生，本乎精血之原；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是以

水谷之海，本赖先天为之主，而精血之海，又必赖后天

为之资”[1]203，故知脾肾二脏关系密切，不可分离，一脏

受损皆可波及他脏，进而影响整个机体的功能。刘成

丽[8]总结了张景岳所论脾肾两虚的病因病机及处方用

药，提出脾肾双补并以温肾为主的肾泄治疗方法。张

氏认为善养后天可扶助先天之不足，即培补脾土以助

肾精，诚如所言“凡先天之有不足者，但得后天培养之

力，则补天之功，亦可居其强半”[1]203。徐小玉等[9]探讨

张景岳基于《难经》对命门学说所作之贡献并进一步

发挥，提出“命门为精血之海，为五脏六腑之本”及“命

门系人身之门户”两大论断，围绕命门诸疾的治疗，张

景岳偏重一个“补”字，尤重调补肾与命门，“治水治

火，皆从肾气，此正重在命门”（《类经图翼·真阴论》）。

虚劳病亦称虚损，是男科常见病，因五脏阴阳气

血亏损而成，而阴阳之根系于肾，气血之源本于脾，故

凡虚劳之疾必注重脾肾同调方为治本之法。韩忠等[4]

认为，张景岳论述虚损病病机时将此病总归于精气不

足，气虚可致阳热不足，精虚致阴液亏虚。临床多对

虚劳病运用健脾益气，补肾填精之法，以滋其化源，精

血生生不息。

2. 1. 4 以“郁证”类推男科杂病之演变 张氏郁证思

想大体继承自朱丹溪郁证理论，并对其有所发展。如

《杂证谟·郁证》将情志之郁总分怒郁、思郁、忧郁三

种，深究诸郁证所损脏腑之异，以及病因病机的差异，

并指出临床表现的诸类症状，其后列出三郁之治法，

总分虚实之辨，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在此大法之下罗

列诸方以治诸证。梁喆盈等[10]指出，张景岳把“戚戚

悠悠”“精气但有消索”“神志不振”等情绪低落、悲观

消沉的虚证表现定义为“忧郁”，并强调从虚论治，开

创从虚论治抑郁证的先河。茅晓[11]着眼于医学心理

学角度，认为张景岳充分认识到情志调治等心理疗法

在郁证论治中的重要性，因此强化了“以情胜情”等心

理疗法的运用。

除此之外，张景岳还提出“以情病者，非情不解，

其在女子，必得愿遂而后可释，或以怒胜思，亦可暂

解；其在男子，使非有能屈能伸，达观上智者，终不易

却也”之论，反映出其“男女皆可病郁证”的学术观点，

并随后具体探述郁证之病因病机及治法遣方，如“若

思忆不遂，以致遗精带浊，病在心肺不摄者，宜秘元

煎。若思虑过度，以致遗精滑泄及经脉错乱，病在肝

肾不固者，宜固阴煎”[1]233，独辟蹊径地将郁证思想与

男科疾病理论相结合。韩忠等[4]总结出张景岳运用情

志调理男性疾病这一大特色，体现出其重视精神情志

的主导作用。张景岳基于“形为神体，神为形用”，提

出精神情志因素可致男科诸疾，并在《虚损卷》《遗精

卷》《阳痿卷》等篇章中皆提及精神情志因素的关键影

响，后世在此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身心并重、夫妻同治、

转移注意等治法，亦是张氏男科学术之结晶。

2. 1. 5 围绕“攻补兼施”治疗男科诸疾 纵观《景岳

全书》，可知张氏并不拘于温补，亦重攻邪，其前提乃

“胃气充实”，诚如《景岳全书·饮食门》所云:“凡欲治

病，必须先藉胃气以为行药之主，若胃气实者，攻之则

去，而疾常易愈，此以胃气强而药力易行也。胃气虚

者，攻亦不去，此非药不去病也，以胃虚本弱，攻之则

益弱，而药力愈不能行也。若久攻之，非惟药不能行，

必致元气愈伤，病必愈甚，尽去其能，必于死矣。”席崇

程等[12]介绍了张景岳临证攻邪之法及其攻阵所列之

方，贵在以汗、吐、下三法祛邪外出，以期达到化瘀、化

痰、消食等目的。于此理论基础上，张景岳治疗男科

诸疾，并不一味采用温补，对“癃闭”“淋浊”“遗精”“疝

气”等或因湿热、或因肝郁而致之男科疾病，临证亦灵

活选用祛邪外出之法，反映出其“攻补兼施”之观点。

2. 2 临证研究

2. 2. 1 创制左归丸、右归丸 张景岳赞同唐代医家

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主

张，更推崇明代薛己运用仲景八味丸及钱氏六味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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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思索而得“真阴既虚，则不宜再泄，二方俱用茯

苓泽泻，渗利太过，即仲景金匮，亦为利水而设，虽曰

于大补之中，加此何害，然未免减去补力，而奏功为难

矣”，新创“纯补不泄”之法，并凭借多年深研经典与诸

家医书，结合丰富的临证经验，创制出左归丸、右

归丸。

左归丸培左肾元阴而主“真阴肾水不足”；右归丸

则壮右肾元阳而主“元阳不足”。何丽娟等[13]认为，两

方皆重用熟地，左归丸滋肾以填补虚损之真阴，右归

丸滋阴填精，精气互生，补阳不损阴。二方是张景岳

阴阳互济、精气互补的代表方，典型反映了其阴阳一

体以及互生互根的阴阳观，临床上常作为男科基础

方，加以化裁而取培本固元、温补元阳、滋补真阴

之效。

两方在临床治疗男科疾病时可获得满意疗效。

周杨晶等[14]通过总结临证经验，认为男性不育症病机

以肾虚为本，湿热痰瘀为标，辨证使用左归丸、右归丸

可使男性精液的各项指标趋于正常，效果显著。

2. 2. 2 “虚损有数脉” 张景岳撰《脉神章》对“虚损

有数脉”颇有见地地进行阐释，认为“《难经》云数则为

热，迟则为寒，今举世所宗，皆此说也。不知数热之

说，大有谬误”，并提出“虚损有数脉。凡患阳虚而数

者，脉必数而无力，或兼细小，而证见虚寒，此则温之

且不暇，尚堪作热治乎？又有阴虚之数者，脉必数而

弦滑，虽有烦热诸证，亦宜慎用寒凉，若但清火，必至

脾泄而败。且凡患虚损者，脉无不数，数脉之病，惟损

最多，愈虚则愈数，愈数则愈危，岂数皆热病乎？若以

虚数作热数，则万无不败者矣”，别具一格地对“数脉

为热”这一传统认知进行辩驳，丰富了中医男科脉诊

理论，也蕴含其对于虚损之证全面而深刻的认知。

2. 2. 3 男科诸疾之诊治 张景岳全面且系统地整理

和总结了前医论治男科诸疾的经验，并基于此而对男

科疾病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形成自己独特而完整的诊

疗体系，对后世中医男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如

“阳痿”一证，亓放[15]指出，张景岳分“经义”“论证”“论

治”“述古”和“简易方”“阳痿论列方”等几部分详加论

述，展现其首重经典、继承他家，辨证严谨、论治得当、

有所发扬等特点。钱海青[16]则总结出张景岳以调和

阴阳、温补命门、调畅情志、有邪则祛作为论治男科疾

病四大原则，张氏不拘于古，对男科疾病中的阴阳脏

腑、病因病机自行阐释，男科诊疗中也处处可见其学

术观点与见解。

2. 3 其他研究 除对男科疾病的研究与探讨，张景

岳还在中医生殖学上，尤其是优生优育学方面，进行

了钻研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张氏撰写《宜麟策》一文，

从天时、地利、人事、药食、疾病五个方面论述了其在

男女生殖与两性关系方面的独特见解，补充并完善了

中医在此领域的相关内容，成为中医生殖学代表名

篇，对后世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3 小结
张景岳系统阐述了男性生理并探究男科诸疾病

因病机，指出阴阳、脾胃、肾与命门等相关理论的重要

性，在临床上创制新方、研究脉学，并对男科诸疾分别

论述。张氏乃负有盛名的中医学家，学术思想涉及领

域极为广泛，目前国内外对其内、外、妇、儿等科研究

较为丰富，然涉及男科领域的研究稍显不足。因此，

对张景岳的男科学术相关理论进行探索，既能完善张

景岳学术思想的全貌，也对提高中医男科临床疗效将

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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