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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雀】ㄑㄩㄝˋ 部首：隹 部首外筆畫數：3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動物名。鳥綱雀形目鳴禽類。體形小，發聲器發達。羽毛褐色有黑斑。平時捕食昆蟲為生，亦食果實、種子。
俗稱為「麻雀」。 （語音）ㄑㄧㄠˇ ㄑㄧㄠ  

字詞  【無】ㄨˊ 部首：火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2 

釋義  [動]沒有。如：「有頭無尾」、「獨一無二」。《孫子．軍爭》：「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
亡。」《史記．卷一○三．萬石君傳》：「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 
[副]1. 不要。通「毋」。《孟子．告子下》：「無曲防，無遏糴。」南朝梁．劉孝威〈公無渡河〉詩：「請公無
渡河，河廣風威厲。」 
2.未。《荀子．正名》：「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唐．杜甫〈丹青引〉：
「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 
3. 不論、不管。如：「事無大小，都由他決定。」《詩經．魯頌．泮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4. 不、沒。《書經．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南朝宋．鮑照〈代陳思王京洛篇〉：「珠簾無隔露，羅
幌不勝風。」 
5. 非、不是。《禮記．禮器》：「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 
 [助]1. 用於句首。無義。《詩經．大雅．文王》：「王之藎臣，無念爾祖。」《左傳．隱公十一年》：「若寡
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2. 用於句末。同「否」。唐．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詩：「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名]姓。如漢代有無且。 ㄇㄛˊ 

字詞  【充】ㄔㄨㄥ 部首：儿 部首外筆畫數：3 總筆畫數：5 

釋義  [動]1. 填滿、裝滿。如：「充電」。唐．柳宗元〈陸文通先生墓表〉：「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 
2. 代理、擔任。如：「權充」、「充當家庭教師」。唐．白居易〈新樂府．賣炭翁〉：「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
牛頭充炭直。」 
3. 假冒。如：「冒充」、「打腫臉充胖子」。 
 [名]姓。如戰國時有充虞。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tWS6X&o=e0&sec=sec1&op=sno=%22063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tWS6X&o=e0&sec=sec1&op=sno=%22063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Qtqd6Y&o=e0&sec=sec1&op=sti=%22%E6%9C%89%E9%A0%AD%E7%84%A1%E5%B0%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Qtqd6Y&o=e0&sec=sec1&op=sti=%22%E7%8D%A8%E4%B8%80%E7%84%A1%E4%BA%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Qtqd6Y&o=e0&sec=sec1&op=sno=%2201045%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Qtqd6Y&o=e0&sec=sec1&op=sti=%22%E5%85%85%E9%9B%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Qtqd6Y&o=e0&sec=sec1&op=sti=%22%E6%AC%8A%E5%85%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Qtqd6Y&o=e0&sec=sec1&op=sti=%22%E5%86%92%E5%85%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Qtqd6Y&o=e0&sec=sec1&op=sti=%22%E6%89%93%E8%85%AB%E8%87%89%E5%85%85%E8%83%96%E5%AD%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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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祕】ㄇㄧˋ 部首：示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0 

釋義  [形]1. 不可知、不讓人知或不公開的。如：「神祕」、「隱祕」、「祕密」。《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
「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 
2. 珍奇的、稀奇的。《文選．張衡．西京賦》：「祕舞更奏，妙材騁伎。」《新唐書．卷七六．后妃傳上．楊貴
妃傳》：「奇服祕玩，變化若神。」 
 [名]1. 祕書的簡稱。如：「文祕」、「主祕」。 
2. 姓。如漢代有祕彭祖。 （又音）ㄅㄧˋ 

字詞  【透】ㄊㄡˋ 部首：辵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1 

釋義  [動]1. 一物體穿過另一物體。如：「滲透」、「刺透」、「陽光穿透了樹葉，灑了一地的燦爛。」 
2. 暗地裡報訊。如：「到時候，還煩你多少透一點訊息。」 
3. 顯露。如：「白裡透紅」。 
 [副]形容澈底而充分的程度。如：「熟透」、「摸透」、「看透」、「苦透」、「恨透」、「冷透」。 

字詞  【寒】ㄏㄢˊ 部首：宀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2 

釋義  [形]1. 冷。如：「酷寒」、「禦寒」、「飢寒交迫」、「天寒地凍」。《論語．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彫也。」唐．白居易〈長恨歌〉：「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 
2. 窮困。如：「貧寒」、「家境清寒」。《史記．卷七九．范雎蔡澤傳》：「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以贈
之。」 
3. 卑賤。如：「寒門」、「寒儒」。唐．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名]1. 秋冬寒冷的季節。與「暑」相對。《易經．繫辭下》：「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2. 國名。夏朝諸侯寒浞的封國。故址在今大陸地區山東省濰縣境。 
3. 姓。如夏朝有諸侯寒浞，漢代有寒朗。 
 [動]1. 使受冷。《孟子．告子上》：「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2. 戰慄、害怕。如：「心寒」、「膽寒」。《史記．卷八六．刺客傳．荊軻傳》：「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
足以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 
3. 終止、停止。《左傳．哀公十二年》：「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晉．杜預．注：「寒，歇
也。」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Qtqd6Y&o=e0&sec=sec1&op=sti=%22%E7%A5%9E%E7%A5%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Qtqd6Y&o=e0&sec=sec1&op=sti=%22%E9%9A%B1%E7%A5%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Qtqd6Y&o=e0&sec=sec1&op=sti=%22%E7%A5%95%E5%A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Qtqd6Y&o=e0&sec=sec1&op=sno=%220035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Utuc6Z&o=e0&sec=sec1&op=sti=%22%E6%BB%B2%E9%80%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Utuc6Z&o=e0&sec=sec1&op=sti=%22%E6%91%B8%E9%80%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Utuc6Z&o=e0&sec=sec1&op=sti=%22%E7%9C%8B%E9%80%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Utuc6Z&o=e0&sec=sec1&op=sti=%22%E9%85%B7%E5%AF%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Utuc6Z&o=e0&sec=sec1&op=sti=%22%E7%A6%A6%E5%AF%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Utuc6Z&o=e0&sec=sec1&op=sti=%22%E9%A3%A2%E5%AF%92%E4%BA%A4%E8%BF%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Utuc6Z&o=e0&sec=sec1&op=sti=%22%E5%A4%A9%E5%AF%92%E5%9C%B0%E5%87%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Utuc6Z&o=e0&sec=sec1&op=sti=%22%E8%B2%A7%E5%AF%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Utuc6Z&o=e0&sec=sec1&op=sti=%22%E5%AF%92%E9%96%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Utuc6Z&o=e0&sec=sec1&op=sti=%22%E5%BF%83%E5%AF%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Utuc6Z&o=e0&sec=sec1&op=sti=%22%E8%86%BD%E5%AF%92%22.


三上第 11課 

3 

字詞  【冷】ㄌㄥˇ 部首：冫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7 

釋義  [形]1. 寒、涼、溫度低。如：「今天天氣好冷！」《莊子．則陽》：「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唐．

白居易〈長恨歌〉：「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 

2. 淡漠、不熱烈。南朝梁．武帝〈淨業賦〉：「心清冷其若冰，志皎潔其如雪。」 

3. 寂靜、寂寞。如：「冷冷清清」。唐．白居易〈晚出西郊〉詩：「散吏閒如客，貧州冷似村。」 

4. 閒散。唐．杜甫〈醉時歌〉：「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 

5. 鄙視、譏刺。如：「冷言冷語」、「冷眼旁觀」。 

6. 不受歡迎的、無人過問的。如：「冷門」、「冷貨」。 

 [副]突然。《紅樓夢》第九一回：「冷不防外面往裡一吹，把薛蝌嚇了一大跳！」 

[名]姓。如漢代有冷壽光。 

字詞  【松】ㄙㄨㄥ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8 

釋義  [名]1. 松科植物的總稱。種類極多，一般為常綠喬木。幹聳直，皮粗厚，葉如針，花單性，結毬果，木材用途甚

廣，可供醫藥和工藝用。 

2. 姓。如隋代有松贇。 

字詞  【談】ㄊㄢˊ 部首：言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5 

釋義  [動]說話或討論。如：「抵掌而談」、「促膝長談」、「紙上談兵」、「會談」、「和談」。《孟子．離婁下》：

「蚤起，施後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宋．岳飛〈滿江紅．怒髮衝冠〉詞：「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

渴飲匈奴血。」 

[名]1. 所說的話。如：「奇談」、「美談」、「老生常談」、「無稽之談」。《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吾

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 

2. 姓。如漢代有談巴。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5%86%B7%E5%86%B7%E6%B8%85%E6%B8%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5%86%B7%E8%A8%80%E5%86%B7%E8%AA%9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5%86%B7%E7%9C%BC%E6%97%81%E8%A7%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5%86%B7%E9%96%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5%86%B7%E8%B2%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4%BF%83%E8%86%9D%E9%95%B7%E8%AB%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7%B4%99%E4%B8%8A%E8%AB%87%E5%85%B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6%9C%83%E8%AB%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5%92%8C%E8%AB%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5%A5%87%E8%AB%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7%BE%8E%E8%AB%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8%80%81%E7%94%9F%E5%B8%B8%E8%AB%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7%84%A1%E7%A8%BD%E4%B9%8B%E8%AB%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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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制】ㄓˋ 部首：刀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8 

釋義  [名]1. 法度、規定。如：「法制」、「制度」。《禮記．曲禮上》：「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2. 父母喪事。如：「守制」、「父制」、「母制」。《紅樓夢》第一一四回：「因在制中，不便行禮。」 

 [動]1. 製造。同「製」。如：「制作」。《詩經．豳風．東山》：「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2. 訂定、規劃。如：「制禮作樂」、「因地制宜」。 

3. 管束、阻止。如：「管制」、「限制」。《淮南子．脩務》：「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

能制。」 

4. 決斷、裁決。如：「裁制」。《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制曰：『可。』」 

5. 切割。《淮南子．主術》：「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 

字詞  【讚】ㄗㄢˋ 部首：言 部首外筆畫數：19 總筆畫數：26 

釋義  [動]1. 稱美、頌揚。如：「讚不絕口」。《鏡花緣》第三八回：「越看越愛，不覺讚好。」 

2. 佐助。通「贊」。《文選．潘岳．為賈謐贈陸機》：「齊轡群龍，光讚納言。」《文選．丘遲．與陳伯之書》：

「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 

 [名]文體名。旨在稱頌人物功德事蹟。通「贊」。《後漢書．卷六○．蔡邕傳》：「所著詩、賦、碑、誄、銘、

讚、連珠……凡百四篇，傳於世。」 

字詞  【密】ㄇㄧˋ 部首：宀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1 

釋義  [形]1. 不稀疏的。如：「稠密」、「綿密」、「濃密」。 

2. 不宣露的。如：「隱密」、「密函」、「密令」。《易經．繫辭上》：「幾事不密則害成。」 

3. 暱近的、親近的。如：「親密」、「密友」。 

4. 細微周到。如：「細密」、「周密」、「嚴密」。 

 [名]1. 隱藏不公開的事。如：「保密」、「祕密」、「機密」。 

2. 姓。如漢代有密忠。 

 [副]暗中。如：「密報」、「密告」、「密訪」。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6%B3%95%E5%88%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5%88%B6%E5%BA%A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5%AE%88%E5%88%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5%88%B6%E4%BD%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5%88%B6%E7%A6%AE%E4%BD%9C%E6%A8%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5%9B%A0%E5%9C%B0%E5%88%B6%E5%AE%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7%AE%A1%E5%88%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9%99%90%E5%88%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Ytif6a&o=e0&sec=sec1&op=sti=%22%E8%A3%81%E5%88%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8%AE%9A%E4%B8%8D%E7%B5%95%E5%8F%A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7%A8%A0%E5%A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7%B6%BF%E5%A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6%BF%83%E5%A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9%9A%B1%E5%A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5%AF%86%E5%87%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5%AF%86%E4%BB%A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8%A6%AA%E5%A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5%AF%86%E5%8F%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7%B4%B0%E5%A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5%91%A8%E5%A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5%9A%B4%E5%A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4%BF%9D%E5%A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7%A5%95%E5%A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6%A9%9F%E5%AF%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5%AF%86%E5%A0%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5%AF%86%E5%91%8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5%AF%86%E8%A8%A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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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棵】ㄎㄜ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量詞。計算植物的單位。如：「一棵樹」。《紅樓夢》第九四回：「怡紅院裡的海棠本來萎了幾棵，也沒人
去澆灌他。」 

字詞  【孔】ㄎㄨㄥˇ 部首：子 部首外筆畫數：1 總筆畫數：4 

釋義  [名]1. 窟窿、洞穴。如：「穿孔」、「針孔」、「毛細孔」、「千瘡百孔」、「無孔不入」。《列子．仲尼》：
「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2. 孔子的簡稱。如：「孔廟」、「孔孟學說」。《淮南子．俶真》：「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 
3. 姓。如漢代有孔融，唐代有孔穎達。 
 [形]1. 通達的。《漢書．卷九六．西域傳上．婼羌傳》：「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 
2. 大。《老子》第二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副]甚、很、非常。如：「需款孔急」。《文選．枚乘．七發》：「毅武孔猛，袒裼身薄。」《清史稿．卷二○．
文宗本紀》：「甲子，詔軍務未竣，需材孔亟，其有知兵之人，所在保舉錄用。」 

字詞  【藍】ㄌㄢˊ 部首：艸 部首外筆畫數：14 總筆畫數：18 

釋義  [名]1. 深青色。像晴空般的顏色。如：「蔚藍」、「湛藍」。唐．白居易〈憶江南詞〉三首之一：「日出江花紅
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 
2. 植物名。蓼科蓼屬，一年生草本。葉互生，為卵形或橢圓形。可作染料。 
3. 姓。如戰國時有藍諸。 
 [形]1. 藍色的。如：「藍天白雲」。唐．李嘉祐〈登秦嶺〉詩：「漢闕青門遠，高山藍水流。」 
2. 參見「藍縷 1. 破爛的衣服。《左傳．宣公十二年》：「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也作「藍褸」、「藍縷」、「襤褸」。
2. 衣服破爛的樣子。《紅樓夢》第一回：「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藍縷，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
村了。」也作「藍褸」、「藍縷」、「襤縷」。」條。 

字詞  【霧】ㄨˋ 部首：雨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9 

釋義  [名]空氣中接近地面的水蒸氣，因遇冷凝結成小水滴或冰晶，而漂浮在地表的一種現象。能見度低於一公里。如：
「霧太濃了，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7%A9%BF%E5%AD%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9%87%9D%E5%AD%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5%8D%83%E7%98%A1%E7%99%BE%E5%AD%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7%84%A1%E5%AD%94%E4%B8%8D%E5%85%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5%AD%94%E5%BB%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tme6b&o=e0&sec=sec1&op=sti=%22%E9%9C%80%E6%AC%BE%E5%AD%94%E6%80%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At6Z6c&o=e0&sec=sec1&op=sti=%22%E8%94%9A%E8%97%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At6Z6c&o=e0&sec=sec1&op=sti=%22%E6%B9%9B%E8%97%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At6Z6c&o=e0&sec=sec1&op=sti=%22%E8%97%8D%E7%B8%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Ityb6e&o=e0&sec=sec1&op=sti=%22%E8%97%8D%E7%B8%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Ityb6e&o=e0&sec=sec1&op=sti=%22%E8%A5%A4%E8%A4%B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Ityb6e&o=e0&sec=sec1&op=sti=%22%E8%97%8D%E7%B8%B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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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鈴】ㄌㄧㄥˊ 部首：金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1. 一種金屬製的中空器具。內置鐵舌或鐵丸，搖動時因相互撞擊而發出清脆的響聲。如：「鈴鐺」、「手搖

鈴」。 

2. 叫喚人的音響器具。如：「電鈴」、「門鈴」、「鬧鈴」。 

字詞  【鼠】ㄕㄨˇ 部首：鼠 部首外筆畫數：0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1. 哺乳類齧齒目鼠科動物的總稱。體形小，腳短尾長，毛柔軟、呈灰褐色，性怯懦，行動迅速，門齒發達，

常穴居人家，繁殖力強，為傳播鼠疫的媒介。 

2. 二一四部首之一。 

 [形]憂。參見「鼠思-憂思。《詩經．小雅．雨無正》：「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條。 

字詞  【嘆】ㄊㄢˋ 部首：口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4 

釋義  [動]1. 呼出長氣，以發抒心中的憂悶感傷。如：「哀嘆」、「感嘆」、「仰天長嘆」、「嘆息」。《詩經．王風．

中谷有蓷》：「有女仳離，嘅其嘆矣！ 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2. 稱讚。通「歎」。如：「嘆為觀止」。《浮生六記．卷五．中山紀歷》：「慶雲見於西方，……觀者莫不嘆為

奇瑞。」 

字詞  【檜】ㄎㄨㄞˋ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13 總筆畫數：17 

釋義  [名]植物名。柏科圓柏屬，常綠喬木。幹高約二十公尺，樹皮赤褐色。葉有鱗葉、針葉兩種。花呈橢圓形，毬果

為黑紫色。四月開花，十月果熟。材質堅硬緻密，有香氣，可製家具及供建築用。 （又音）ㄍㄨㄟ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At6Z6c&o=e0&sec=sec1&op=sti=%22%E9%88%B4%E9%90%B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At6Z6c&o=e0&sec=sec1&op=sti=%22%E9%9B%BB%E9%88%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At6Z6c&o=e0&sec=sec1&op=sti=%22%E9%96%80%E9%88%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At6Z6c&o=e0&sec=sec1&op=sti=%22%E9%BC%A0%E6%80%9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Et.Y6d&o=e0&sec=sec1&op=sti=%22%E6%84%9F%E5%98%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Et.Y6d&o=e0&sec=sec1&op=sti=%22%E5%98%86%E6%81%A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Et.Y6d&o=e0&sec=sec1&op=sti=%22%E5%98%86%E7%82%BA%E8%A7%80%E6%AD%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Et.Y6d&o=e0&sec=sec1&op=sno=%22043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