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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鹿】ㄌㄨˋ 部首：鹿 部首外筆畫數：0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動物名。哺乳綱偶啼目鹿科。體型細長，腿長，褐色毛，性溫順，雄者有角。棲息於沙漠、凍原、沼澤和

高山坡等地區。肉可食，皮可製革，角可供作裝飾品。 

2. 方形的糧倉。《國語．吳語》：「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三國吳．韋昭．注：「員曰囷，方曰鹿。」 

3. 比喻帝位、政權。《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唐．溫庭筠〈過五丈原〉詩：

「下國臥龍空誤主，中原逐鹿不因人。」 

4. 姓。如漢代有鹿旗。 

5. 二一四部首之一。 

字詞  【它】ㄊㄚ 部首：宀 部首外筆畫數：2 總筆畫數：5 

釋義  [名]蛇。《玉篇．它部》：「它，蛇也。」 

[代]無生物的第三身指稱詞。專指人以外的無生物。如：「這是塊石頭，你踢了它，對你有何好處？」 

[形]異、別的。如：「它山之石」、「敢有它志」。 （ 之又音）ㄊㄨㄛ ㄊㄨㄛˊ  

字詞  【灣】ㄨㄢ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22 總筆畫數：25 

釋義  [名]1. 水流彎曲的地方。如：「水灣」、「河灣」。 

2. 海岸深曲可以停泊船隻的地方。如：「港灣」、「大連灣」、「廣州灣」。 

 [動]1. 停泊。《水滸傳》第二○回：「且把船來分作兩路，去那蘆花蕩中灣住。」《紅樓夢》第五七回：「那不

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裡呢！」 

2. 屈曲。通「彎」。《儒林外史》第三回：「胡屠戶站在一邊，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自己看時，把個巴

掌仰著，再也灣不過來。」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efYwc&o=e0&sec=sec1&op=sno=%22027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efYwc&o=e0&sec=sec1&op=sno=%22027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6%B8%AF%E7%81%A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5%A4%A7%E9%80%A3%E7%81%A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5%BB%A3%E5%B7%9E%E7%81%A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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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曲】ㄑㄩ 部首：曰 部首外筆畫數：2 總筆畫數：6 

釋義  [名]1. 拐彎的地方。如：「山曲」、「河曲」。唐．李白〈惜餘春賦〉：「漢之曲兮江之潭。」 

2. 事理不直。如：「是非曲直」。《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3. 心中的隱情。如：「衷曲」、「心曲」、「互通款曲」。 

4. 偏僻的小地方。如：「鄉曲」。唐．蔣防《霍小玉傳》：「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 

5. 局部、一部分。《荀子．解蔽》：「凡人之患蔽於一曲。」 

6. 養蠶的器具。《史記．卷五七．絳侯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為生。」 

7. 姓。如漢代有曲證。 

 [動]彎折。通「屈」。如：「曲膝」、「曲突徙薪」。《論語．述而》：「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 

[形]1. 不直的。如：「曲線」、「曲尺」。《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曲刃鉤之，直兵推之。」 

2. 不正的、偏邪的。如：「歪曲」、「邪曲」。《戰國策．趙策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 

 [副]1. 勉強的。如：「委曲求全」。《鏡花緣》第四六回：「甥女主意已定，務望舅舅曲從。」 

2. 周全、盡心盡力。如：「曲盡孝道」。《易經．繫辭上》：「曲成萬物而不遺。」 ㄑㄩˇ  

字詞  【井】ㄐㄧㄥˇ 部首：二 部首外筆畫數：2 總筆畫數：4 

釋義  [名]1. 為汲水而挖掘的深洞。如：「水井」、「枯井」。《孟子．公孫丑上》：「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2. 像井的坑洞。如：「鹽井」、「油井」。 

3. 人口聚居的地方。如：「市井」。《史記．卷七七．魏公子傳》：「臣迺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從之。」

唐．陳子昂〈謝賜冬衣表〉：「三軍協慶，萬井相歡。」 

4. 家鄉。如：「鄉井」、「離鄉背井」。 

5. 周代田制以百畝為一井。參見「井田」條。 

6. 《易經》卦名。六十四卦之一。巽（☴）下坎（☵）上。表示君子修德，終始無變之象。 

7. 姓。如明代有井源。 

 [形]整齊的樣子。如：「井井有條」。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6%98%AF%E9%9D%9E%E6%9B%B2%E7%9B%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8%A1%B7%E6%9B%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5%BF%83%E6%9B%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9%84%89%E6%9B%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6%9B%B2%E7%AA%81%E5%BE%99%E8%96%A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6%9B%B2%E7%B7%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6%9B%B2%E5%B0%B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6%AD%AA%E6%9B%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9%82%AA%E6%9B%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5%A7%94%E6%9B%B2%E6%B1%82%E5%85%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no=%2206645%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6%B0%B4%E4%BA%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6%9E%AF%E4%BA%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9%B9%BD%E4%BA%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6%B2%B9%E4%BA%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5%B8%82%E4%BA%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9%84%89%E4%BA%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9%9B%A2%E9%84%89%E8%83%8C%E4%BA%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4%BA%95%E7%94%B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ebZwd&o=e0&sec=sec1&op=sti=%22%E4%BA%95%E4%BA%95%E6%9C%89%E6%A2%9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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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迷】ㄇㄧˊ 部首：辵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10 

釋義  [動]1. 困惑、惑亂。如：「財迷心竅」。《易經．坤卦》：「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2. 媚惑。《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序》：「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警世通言．卷二八．白娘子
永鎮雷峰塔》：「奉勸世人休愛色，愛色之人被色迷。」 
3. 分不清方向。如：「迷路」。《左傳．哀公二年》：「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 
4. 沉醉、陶醉。如：「著迷」、「入迷」、「沉迷」。 
 [形]1. 分辨不清、令人困惑的。如：「迷途」、「迷宮」。 
2. 心中昏亂、意識模糊。如：「意亂情迷」。 
 [名]心醉於某種事物的人。如：「影迷」、「球迷」、「歌迷」。 

字詞  【宮】ㄍㄨㄥ 部首：宀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0 

釋義  [名]1. 房屋、住宅。《說文解字．宮部》：「宮，室也。」《易經．困卦．象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
也。」《韓非子．難二》：「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2. 帝王的住所。如：「皇宮」。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九．爾雅音義中》：「宮，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
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焉。」唐．李白〈古風〉詩五九首之二：「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 
3. 祭祀神明或祖先的地方。如：「天后宮」、「朝天宮」。《詩經．大雅．雲漢》：「不殄禋祀，自郊徂宮。」
漢．鄭玄．箋：「宮，宗廟也。」唐．韓愈〈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詩：「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逕趨靈宮。」 
4. 五音之一，與商、角、徵、羽合稱為「五音」。以宮聲為主的調式也稱為「宮」。如元代北曲用樂分六宮十一
調。 
5. 古代一種閹割男性的生殖器官或將女性幽閉起來的刑罰。《書經．呂刑》：「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漢．
孔安國．傳：「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6. 姓。如春秋時虞國有宮之奇。 

字詞  【溫】ㄨㄣ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3 

釋義  [形]1. 不冷不熱。如：「溫暖」、「溫水」、「溫帶」。漢．王充《論衡．寒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 
2. 柔和。如：「溫柔」、「溫順」。《論語．述而》：「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3. 做事不爽快。如：「溫吞」、「這個人溫得很。」 
 [動]1. 使暖和。如：「溫一壺酒」。清．蔣士銓〈鳴機夜課圖記〉：「母坐於床，擁被覆雙足，解衣以胸溫兒背。」 
2. 複習。如：「溫書」、「溫習」。《論語．為政》：「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名]1. 冷熱的程度。如：「體溫」、「室溫」、「高溫」。 
2. 姓。如漢代有溫疥。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8%B2%A1%E8%BF%B7%E5%BF%83%E7%AB%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8%BF%B7%E8%B7%A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8%91%97%E8%BF%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5%85%A5%E8%BF%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6%B2%89%E8%BF%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8%BF%B7%E9%80%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8%BF%B7%E5%AE%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5%BD%B1%E8%BF%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7%90%83%E8%BF%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6%AD%8C%E8%BF%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7%9A%87%E5%AE%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6%9C%9D%E5%A4%A9%E5%AE%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5%AE%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6%BA%AB%E6%9A%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6%BA%AB%E6%B0%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6%BA%AB%E5%B8%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6%BA%AB%E6%9F%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6%BA%AB%E9%A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6%BA%AB%E6%9B%B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6%BA%AB%E7%BF%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9%AB%94%E6%BA%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5%AE%A4%E6%BA%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eXawe&o=e0&sec=sec1&op=sti=%22%E9%AB%98%E6%BA%A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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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暖】ㄋㄨㄢˇ 部首：日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3 

釋義  [形]溫和、溫暖。如：「春暖花開」。《墨子．節用中》：「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宋．歐陽修〈采桑子．春

深雨過西湖好〉詞：「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然。」 

[動]使冷的變溫熱。如：「暖酒」、「把手伸過來暖一下。」 ㄒㄩㄢ  

字詞  【防】ㄈㄤˊ 部首：阜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7 

釋義  [名]1. 堤、壩。《說文解字．阜部》：「防，隄也。」《周禮．地官．稻人》：「以瀦畜水，以防止水。」 

2. 要塞。《史記．卷六九．蘇秦傳》：「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唐．白居易〈與仕明詔〉：

「卿久鎮邊防，初膺閫寄。」 

3. 戒備的事。如：「冬防」、「海防」、「國防」。 

4. 姓。如漢代有防廣。 

 [動]1. 築堤。《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2. 戒備。如：「防備」、「提防」、「以防萬一」、「保密防諜」。 

字詞  【盜】ㄉㄠˋ 部首：皿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竊取或搶奪財物的人。如：「強盜」、「海盜」。《禮記．禮運》：「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論語．陽貨》：「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動]偷取、竊取。亦指用不正當的手段謀取。如：「掩耳盜鈴」。《荀子．不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

險莫大焉。」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eTbwf&o=e0&sec=sec1&op=sti=%22%E6%98%A5%E6%9A%96%E8%8A%B1%E9%96%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eTbwf&o=e0&sec=sec1&op=sti=%22%E6%9A%96%E9%85%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eTbwf&o=e0&sec=sec1&op=sno=%2207361%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5%86%AC%E9%98%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6%B5%B7%E9%98%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5%9C%8B%E9%98%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9%98%B2%E5%82%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6%8F%90%E9%98%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4%BB%A5%E9%98%B2%E8%90%AC%E4%B8%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4%BF%9D%E5%AF%86%E9%98%B2%E8%AB%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5%BC%B7%E7%9B%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6%B5%B7%E7%9B%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6%8E%A9%E8%80%B3%E7%9B%9C%E9%88%B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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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圍】ㄨㄟˊ 部首：囗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2 

釋義  [動]1. 從四周攔擋、包攏。如：「團團圍住」。《左傳．僖公五年》：「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史記．卷
八．高祖本紀》：「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 
2. 環繞。如：「圍繞」。《莊子．則陽》：「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紅樓夢》第五九回：「賈珍騎馬，
率領眾家丁圍護。」 
3. 防守。《公羊傳．莊公十年》：「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唐．韓愈〈張中丞傳後敘〉：「當其圍守時，外無
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 
 [名]1. 四周、周邊的大小長度。如：「周圍」、「外圍」。《周禮．冬官考工記．鳧氏》：「以其鉦之長為之甬
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卷三下．粵西遊日記二》：「道旁
有空樹一圓，出地尺五，圍大五尺，中貯水一泓。」 
2. 遮蔽用的布類。如：「床圍」、「轎圍」。 
3. 量詞：(1) 計算兩隻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圍的圓周長度的單位。如：「這個茶壺約有二圍大小。」(2) 計算兩隻
胳膊合抱長度的單位。如：「十圍粗的大樹。」《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
千牛，絜之百圍。」唐．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4. 戰事的包擋陣勢。如：「突圍」。《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高帝用陳平奇計，便單于閼氏，圍以得
開。」 

字詞  【錢】ㄑㄧㄢˊ 部首：金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6 

釋義  [名]1. 貨幣的通稱。如：「錢幣」、「銅錢」、「五銖錢」。 
2. 泛指錢財。如：「值錢」、「有錢有勢」。《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
太平矣。」 
3. 費用、款項。如：「車錢」、「飯錢」、「價錢」、「會錢」。 
4. 形狀像錢的東西。如：「榆錢」、「地錢」。《文選．沈約．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詩》：「賓階綠錢滿，
客位紫苔生。」 
5. 量詞。計算重量的單位。公制一錢等於百分之一公斤；一臺錢等於十分之一臺兩。 
6. 姓。如清代有錢大昕。 
 [形]裝錢用的。如：「錢包」、「錢櫃」、「錢筒」。 ㄐㄧㄢˇ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5%9C%98%E5%9C%98%E5%9C%8D%E4%BD%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5%9C%8D%E7%B9%9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5%91%A8%E5%9C%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5%A4%96%E5%9C%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7%AA%81%E5%9C%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9%8C%A2%E5%B9%A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9%8A%85%E9%8C%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4%BA%94%E9%8A%96%E9%8C%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5%80%BC%E9%8C%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6%9C%89%E9%8C%A2%E6%9C%89%E5%8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8%BB%8A%E9%8C%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9%A3%AF%E9%8C%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5%83%B9%E9%8C%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6%9C%83%E9%8C%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6%A6%86%E9%8C%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9%8C%A2%E5%8C%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9%8C%A2%E6%AB%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ti=%22%E9%8C%A2%E7%AD%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dvkwg&o=e0&sec=sec1&op=sno=%2205780%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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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挖】ㄨㄚ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9 

釋義  [動]1. 掘。明．湯顯祖《牡丹亭》第三五齣：「敢太歲頭上動土？向小姐腳跟挖窟。」《儒林外史》第三八回：

「去地下挖了一個坑，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裡。」 

2. 掏取。如：「小心荷包裡的錢，不要被小偷挖了。」《老殘遊記》第五回：「掌櫃的，你怎麼羞了？大家等你

挖麵做飯吃呢！」 ㄨㄚˊ  

字詞  【狹】ㄒㄧㄚˊ 部首：犬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0 

釋義  [形]1. 窄小、不寬廣。如：「狹窄」、「地狹人稠」、「狹路相逢」。《史記．卷五三．蕭相世家》：「長安地

狹，上林中多空地。」 

2. 小、少。《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傳．淳于髡傳》：「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字詞  【窄】ㄓㄞˇ 部首：穴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0 

釋義  [形]1. 狹小的。如：「狹窄」、「窄小」。《水滸傳》第七九回：「騎一疋恨天低、嫌地窄、千里烏騅馬。」 

2. 窘迫的。宋．蘇軾〈雨後行菜圃〉詩：「艱難生理窄，一味敢專饗。」 （讀音）ㄗㄜˊ 

字詞  【露】ㄌㄡˋ 部首：雨 部首外筆畫數：13 總筆畫數：21 

釋義  [動]1. 顯現。如：「露出馬腳」、「衣角外露」。 

2. 洩漏。如：「露了口風」。《後漢書．卷七一．皇甫嵩傳》：「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 

ㄌㄨ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drlwh&o=e0&sec=sec1&op=sno=%2211315%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drlwh&o=e0&sec=sec1&op=sti=%22%E7%8B%B9%E7%AA%8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drlwh&o=e0&sec=sec1&op=sti=%22%E7%8B%B9%E8%B7%AF%E7%9B%B8%E9%80%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drlwh&o=e0&sec=sec1&op=sti=%22%E7%8B%B9%E7%AA%8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drlwh&o=e0&sec=sec1&op=sti=%22%E7%AA%84%E5%B0%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drlwh&o=e0&sec=sec1&op=sno=%220945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nmwi&o=e0&sec=sec1&op=sti=%22%E9%9C%B2%E5%87%BA%E9%A6%AC%E8%85%B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nmwi&o=e0&sec=sec1&op=sno=%2203780%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nmwi&o=e0&sec=sec1&op=sno=%2203780%22.&v=-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