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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淡】ㄉㄢˋ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1 

釋義  [形]1. 味道不鹹、不重。如：「淡水湖」、「粗茶淡飯」、「這湯太淡了！」 
2. 稀薄、不濃厚。如：「淡酒」、「雲淡風輕」。《莊子．山林》：「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3. 色淺。如：「淡黃色」。 
4. 不熱心。如：「冷淡」、「淡淡的應了一聲。」 
5. 不旺盛。如：「淡季」、「淡月」、「生意清淡」。 [副] 
淺、不深。如：「淡妝濃抹」、「淡掃蛾眉」。 
[名]1. 北方方言。指無聊、無意義的話。如：「瞎扯淡」。《儒林外史》第四回：「眾人慌了，求張鄉紳……說
情，知縣准了，早堂帶進，罵了幾句，扯了一個淡，趕了出去。」 
2. 姓。如明代宦官劉謹，仗勢欺人，同州一帶劉姓恥與劉謹同姓，遂改姓為淡。 

字詞  【統】ㄊㄨㄥˇ 部首：糸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絲的頭緒。《淮南子．泰族》：「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 
2. 相繼不絕的體系、關係。如：「血統」、「傳統」、「法統」。《戰國策．秦策三》：「天下繼其統，守其業，
傳之無窮。」 
3. 綱紀、綱要。《荀子．臣道》：「端慤以為統，禮義以為文。」 
4. 姓。如元代有統古興。 
 [動]率領、總理。如：「統率」。《戰國策．齊策四》：「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三國演義》
第二回：「張梁統其眾，與我軍相拒。」 
[副]總合、綜合。如：「統計」、「統謀」、「統籌」、「統稱」。宋．朱熹《大學章句》：「前四章統論綱領旨
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 
[形]圓而中空。通「筒」。如：「短統襪」、「長統馬靴」。 

字詞  【餅】ㄅㄧㄥˇ 部首：食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14 

釋義  [名]1. 用米粉或麵粉做成扁圓形的食品。如：「月餅」、「燒餅」、「蔥油餅」。《漢書．卷八．宣帝紀》：「每
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亦以是自怪。」 
2. 扁圓形如餅的東西。如：「柿餅」、「鐵餅」。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VcyYe&o=e0&sec=sec1&op=sti=%22%E6%B7%A1%E6%B0%B4%E6%B9%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VcyYe&o=e0&sec=sec1&op=sti=%22%E7%B2%97%E8%8C%B6%E6%B7%A1%E9%A3%A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VcyYe&o=e0&sec=sec1&op=sti=%22%E9%9B%B2%E6%B7%A1%E9%A2%A8%E8%BC%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VcyYe&o=e0&sec=sec1&op=sti=%22%E5%86%B7%E6%B7%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VcyYe&o=e0&sec=sec1&op=sti=%22%E6%B7%A1%E5%AD%A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VcyYe&o=e0&sec=sec1&op=sti=%22%E6%B7%A1%E6%9C%8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VcyYe&o=e0&sec=sec1&op=sti=%22%E6%B7%A1%E5%A6%9D%E6%BF%83%E6%8A%B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VcyYe&o=e0&sec=sec1&op=sti=%22%E6%B7%A1%E6%8E%83%E8%9B%BE%E7%9C%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8%A1%80%E7%B5%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5%82%B3%E7%B5%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6%B3%95%E7%B5%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7%B5%B1%E7%8E%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7%B5%B1%E8%A8%8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7%B5%B1%E7%B1%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7%B5%B1%E7%A8%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6%9C%88%E9%A4%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7%87%92%E9%A4%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8%94%A5%E6%B2%B9%E9%A4%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6%9F%BF%E9%A4%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9%90%B5%E9%A4%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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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百】ㄅㄞˇ 部首：白 部首外筆畫數：1 總筆畫數：6 

釋義  [名]1. 數目字。十的十倍。《說文解字．白部》：「百，十十也，从一白。數十十為一百。」大寫為「佰」。 

2. 姓。如古時有百倏，戰國時有百丰。 

 [形]1. 眾多。如：「百病不侵」。 

2. 總指一切所有的詞。《詩經．邶風．雄雉》：「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讀音）ㄅㄛˊ bó 

字詞  【商】ㄕㄤ 部首：口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做生意的人。如：「布商」、「米商」。漢．王充《論衡．偶會》：「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 

2. 做生意的事業。如：「經商」、「習商」。 

3. 五音之一。音調清勁而淒愴。如：「宮、商、角、徵、羽。」 

4. 朝代名。參見「商朝」條。 

5. 算術中某數以他數除之，所得的值稱為「商」。如：「六除以三的商為二。」 

6. 姓。如春秋時魏國有商鞅。 

 [動]討論、計劃。《漢書．卷六九．趙充國傳》：「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鏡花緣》第六六回：

「國舅又再再苦勸，無奈若花心如鐵石，竟無一字可商。」 

[形]秋天的。古人以秋天肅殺之氣與商聲悽愴悲涼之音相符，故稱秋為商。《楚辭．東方朔．七諫．沉江》：「商

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唐．孟郊〈秋懷〉詩一六首之七：「商蟲哭衰運，繁響不可尋。」 

字詞  【婆】ㄆㄛˊ 部首：女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老年的婦女。《廣韻．平聲．戈韻》：「婆，老母稱也。」如：「老婆婆」、「老太婆」。 

2. 以往對某些職業婦女的稱呼。如：「媒婆」、「產婆」、「接生婆」。 

3. 稱丈夫的母親。如：「婆婆」、「公婆」。《儒林外史》第三回：「婆媳兩個，都來坐著吃了飯。」 

4. 祖母輩。如：「外婆」、「姑婆」、「姨婆」。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no=%220006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7%B6%93%E5%95%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VYzYf&o=e0&sec=sec1&op=sti=%22%E5%95%86%E6%9C%9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8%80%81%E5%A9%86%E5%A9%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8%80%81%E5%A4%AA%E5%A9%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5%AA%92%E5%A9%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7%94%A2%E5%A9%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6%8E%A5%E7%94%9F%E5%A9%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5%A9%86%E5%A9%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5%85%AC%E5%A9%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5%A4%96%E5%A9%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5%A7%91%E5%A9%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5%A7%A8%E5%A9%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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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鐵】ㄊㄧㄝˇ 部首：金 部首外筆畫數：13 總筆畫數：21 

釋義  [名]1. （iron，Fe）化學元素。原子序 26。銀白色的金屬元素，富有延展性，容易導電傳熱。在潮溼空氣中容易
生鏽，受電磁感應會產生磁性。加熱後能與許多化學元素反應，鍛冶成各式材料，為煉鋼的主要原料，是應用最廣
的金屬。大多存在於火成岩中。人體中若飲食長期缺乏鐵質會引起貧血。 
2. 兵器。如：「手無寸鐵」。漢．李陵〈答蘇武書〉：「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 
3. 姓。如隋朝時有鐵士雄。 
 [形]1. 堅固、堅硬。如：「鐵拳」、「銅牆鐵壁」、「金城鐵郭」。 
2. 堅定不變的。如：「鐵石心腸」、「鐵證如山」。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祝盟》：「劉琨鐵誓，精貫霏霜。」 
3. 強硬、勁悍精銳。如：「鐵蹄」。唐．駱賓王〈代徐敬業討武氏檄〉：「鐵騎成群，玉軸相接。」 
 [副]必定。如：「鐵定」、「鐵不是」。 

字詞  【硬】ㄧㄥˋ 部首：石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2 

釋義  [形]1. 物體組織緊密，性質堅固。相對於「軟」。唐．白居易〈新樂府．紅線毯〉：「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
薄錦花冷。」 
2. 剛強、剛健。如：「硬漢」。《水滸傳》第二四回：「武松是個硬心直漢，卻不見怪。」 
3. 不自然。如：「生硬」。 
4. 人的能力強或事物的內容完好、紮實。如：「硬貨」、「硬作風」、「戲碼硬」。 
 [副]勉強、不顧一切。如：「生搬硬套」、「硬把他拖了來。」《儒林外史》第六回：「兒子是他的，須要他自
己情願，我們如何硬作主！」 

字詞  【愈】ㄩˋ 部首：心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3 

釋義  [副]更加、越發。如：「愈長愈高」。《詩經．小雅．小明》：「曷云其還，政事愈蹙。」 
[動]1. 病情好轉。《孟子．公孫丑下》：「今病小愈，趨造於朝。」《紅樓夢》第六二回：「因天氣和暖，黛玉
之疾漸愈，故也來了。」 
2. 勝過、高明。《論語．公冶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漢．王充《論衡．自紀》：「蓋文多
勝寡，財寡愈貧。」 
 [名]姓。如宋代有愈植、愈德勤。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6%89%8B%E7%84%A1%E5%AF%B8%E9%90%B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9%90%B5%E6%8B%B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9%8A%85%E7%89%86%E9%90%B5%E5%A3%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9%90%B5%E7%9F%B3%E5%BF%83%E8%85%B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9%90%B5%E8%AD%89%E5%A6%82%E5%B1%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9%90%B5%E8%B9%8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9%90%B5%E5%AE%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7%A1%AC%E6%BC%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7%94%9F%E7%A1%A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WkMYg&o=e0&sec=sec1&op=sti=%22%E7%94%9F%E6%90%AC%E7%A1%AC%E5%A5%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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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蒼】ㄘㄤ 部首：艸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4 

釋義  [名]1. 草色、深青色。《黃帝內經素問．卷二．陰陽應象大論》：「在色為蒼，在音為角。」 

2. 姓。如漢代有蒼英。 

 [形]1. 頭髮斑白的。如：「白髮蒼蒼」。唐．杜甫〈贈衛八處士〉詩：「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 

2. 青色的。如：「蒼天」、「蒼苔」。 

字詞  【坡】ㄆㄛ 部首：土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8 

釋義  [名]地勢傾斜的地方。如：「山坡」、「斜坡」、「陡坡」、「緩坡」、「向陽坡」。 

[形]傾斜。如：「坡度」。 

字詞  【憶】ㄧˋ 部首：心 部首外筆畫數：13 總筆畫數：16 

釋義  [動]1. 想念、思念。如：「長相憶」、「追憶」。唐．賈島〈寄山中王參〉詩：「別來千餘日，日日憶不歇。」

宋．陸游〈和高子長參議道中二絕〉之一：「梁州四月晚鶯啼，共憶扁舟罨畫谿。」 

2. 記得。《梁書．卷八．昭明太子傳》：「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唐．元稹〈連昌宮詞〉：「弄權宰相不

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 

字詞  【夕】ㄒㄧˋ 部首：夕 部首外筆畫數：0 總筆畫數：3 

釋義  [名]1. 傍晚、日落時分。如：「朝不保夕」。《周禮．天官．宮正》：「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 

2. 泛指夜晚。如：「終夕不寐」、「一夕長談」。唐．杜甫〈贈衛八處士〉詩：「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清．洪昇《長生殿》第二齣：「此夕歡娛，風清月朗，笑他夢雨暗高唐。」 

3. 二一四部首之一。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WgNYh&o=e0&sec=sec1&op=sti=%22%E7%99%BD%E9%AB%AE%E8%92%BC%E8%92%B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WgNYh&o=e0&sec=sec1&op=sti=%22%E8%92%BC%E5%A4%A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WgNYh&o=e0&sec=sec1&op=sti=%22%E8%92%BC%E8%8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WgNYh&o=e0&sec=sec1&op=sti=%22%E5%B1%B1%E5%9D%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WgNYh&o=e0&sec=sec1&op=sti=%22%E6%96%9C%E5%9D%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WgNYh&o=e0&sec=sec1&op=sti=%22%E9%99%A1%E5%9D%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WgNYh&o=e0&sec=sec1&op=sti=%22%E5%9D%A1%E5%BA%A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WgNYh&o=e0&sec=sec1&op=sti=%22%E8%BF%BD%E6%86%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WgNYh&o=e0&sec=sec1&op=sti=%22%E6%9C%9D%E4%B8%8D%E4%BF%9D%E5%A4%95%22.


三上第 8課 

5 

字詞  【盪】ㄉㄤˋ 部首：皿 部首外筆畫數：12 總筆畫數：17 

釋義  [動]1. 洗滌、洗淨。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序致》：「習若自然，卒難洗盪。」明．張岱〈岱志〉：「江北
地土，其中多有千巖萬壑，特無九年洪水為之盪滌漱剔，一出其真面目耳。」 
2. 掃除、掃蕩。《後漢書．卷四○．班彪傳下》：「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宋書．卷七七．顏師伯傳》：「苟
思達、龐孟虯等又追虜至杜梁，虜眾多，四面俱合，平面參軍童太壹及苟思達等並單騎出盪，應手披靡。」 
3. 擺動、搖動。如：「盪舟」、「盪鞦韆」。南朝梁．江淹〈悼室人〉詩一○首之二：「帳裡春風盪，簷前還燕
拂。」 
4. 交替、推移。《易經．繫辭上》：「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字詞  【嚼】ㄐㄧㄠˊ 部首：口 部首外筆畫數：17 總筆畫數：20 

釋義  [動]1. 用牙齒咬碎食物。如：「咀嚼」、「細嚼慢嚥」。《淮南子．說林》：「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 
2. 剝蝕、侵蝕。宋．真山民〈朱溪澗〉詩：「雪融山背嵐生翠，水嚼沙洲樹出根。」絮絮不休的說話，有厭惡的
意思。如：「整晚盡聽他一個人窮嚼，真無聊！」 
3. 玩味。宋．王令〈寄滿執中子權〉詩：「吾愛子權詩，苦嚼味不盡。」 ㄐㄩㄝˊ ㄐㄧㄠ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WsOYi&o=e0&sec=sec1&op=sti=%22%E7%9B%AA%E8%88%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WsOYi&o=e0&sec=sec1&op=sti=%22%E7%9B%AA%E9%9E%A6%E9%9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JjBWQ&o=e0&sec=sec1&op=sti=%22%E5%92%80%E5%9A%B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JjBWQ&o=e0&sec=sec1&op=sti=%22%E7%B4%B0%E5%9A%BC%E6%85%A2%E5%9A%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WsOYi&o=e0&sec=sec1&op=sno=%2206111%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WsOYi&o=e0&sec=sec1&op=sno=%2206111%22.&v=-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