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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字詞  【乙】ㄧˇ部首：乙 部首外筆畫數：0 總筆畫數：1 

釋義  [名]1. 天干的第二位。 

2. 姓。如明代有乙瑄。 

3. 二一四部首之一。 

 [代]人或地的代稱。如：「某乙」、「乙地」。《史記．卷一○三．萬石君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

次子慶。」 

[形]次序或等級屬於第二的。如：「乙等」、「乙級」、「乙班」。 

字詞  【專】ㄓㄨㄢ 部首：寸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1 

釋義  [形]1. 集中心志、一心一意。如：「專注」。《孟子．告子上》：「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

得也。」 

2. 單獨的。如：「專利」、「專美」。 

3. 特別的。如：「專長」、「專案」。 

 [動]獨占、把持。如：「專政」。《左傳．莊公十年》：「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漢書．卷六八．

霍光傳》：「光專權自恣。」 

[副]1. 特地。如：「限時專送」。 

2. 單獨的。如：「專精」、「專攻」。 

 [名]姓。如春秋時吳國有專諸。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dBYy&o=e0&sec=sec1&op=sti=%22%E6%9F%90%E4%B9%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dBYy&o=e0&sec=sec1&op=sti=%22%E5%B0%88%E6%B3%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dBYy&o=e0&sec=sec1&op=sti=%22%E5%B0%88%E5%88%A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dBYy&o=e0&sec=sec1&op=sti=%22%E5%B0%88%E7%BE%8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dBYy&o=e0&sec=sec1&op=sti=%22%E5%B0%88%E9%95%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dBYy&o=e0&sec=sec1&op=sti=%22%E5%B0%88%E6%A1%8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dBYy&o=e0&sec=sec1&op=sti=%22%E5%B0%88%E6%94%B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dBYy&o=e0&sec=sec1&op=sti=%22%E9%99%90%E6%99%82%E5%B0%88%E9%80%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dBYy&o=e0&sec=sec1&op=sti=%22%E5%B0%88%E7%B2%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dBYy&o=e0&sec=sec1&op=sti=%22%E5%B0%88%E6%94%B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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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語】ㄩˇ 部首：言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4 

釋義  [動]1. 說話、談論、議論。如：「不言不語」、「默默不語」。《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去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 

2. 蟲鳥野獸鳴叫。唐．韋莊〈應天長．綠槐陰裡黃鶯語〉詞：「綠槐陰裡黃鶯語，深院無人春晝午。」宋．范成

大〈蛩〉詩：「壁下秋蟲語，一蛩鳴獨雄。」 

 [名]1. 用口頭表達的話。如：「語言」、「語無倫次」。唐．岑參〈逢入京使〉詩：「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

語報平安。」 

2. 詩詞文章中的字句。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詩：「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宋史．

卷二六三．李穆傳》：「十歲為詩，往往有警語。」 

3. 特指古語、諺語、俗語等。《穀梁傳．僖公二年》：「語曰：『脣亡則齒寒。』」《商君書．更法》：「語曰：

『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 

4. 傳達思想或訊息的動作或信號。如：「手語」、「旗語」。南朝梁．劉孝威〈鄀縣遇見人織率爾寄婦〉詩：「窗

疏眉語度，紗輕眼笑來。」 

5. 蟲鳥等的鳴叫聲。如：「蟬語」。《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傳．西南夷傳》：「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

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 ㄩˋ 

字詞  【鳴】ㄇㄧㄥˊ 部首：鳥 部首外筆畫數：3 總筆畫數：14 

釋義  [動]1. 昆蟲鳥獸發聲。如：「蟬鳴」、「雞鳴」、「猿鳴」。 

2. 泛指一切發聲。如：「雷鳴」、「孤掌難鳴」。《禮記．學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3. 敲擊。如：「鳴鐘」、「鳴鑼」。《論語．先進》：「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4. 著稱、聲名遠聞。《元史．卷一九○．楊載傳》：「亦以文鳴於江東，紆餘豐潤，學者多傳之。」 

5. 宣洩。唐．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6. 表示。如：「鳴謝」。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ti=%22%E4%B8%8D%E8%A8%80%E4%B8%8D%E8%AA%9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ti=%22%E9%BB%98%E9%BB%98%E4%B8%8D%E8%AA%9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ti=%22%E8%AA%9E%E8%A8%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ti=%22%E8%AA%9E%E7%84%A1%E5%80%AB%E6%AC%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ti=%22%E6%89%8B%E8%AA%9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ti=%22%E6%97%97%E8%AA%9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no=%2211715%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ti=%22%E9%9B%9E%E9%B3%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ti=%22%E9%9B%B7%E9%B3%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ti=%22%E5%AD%A4%E6%8E%8C%E9%9B%A3%E9%B3%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ti=%22%E9%B3%B4%E9%90%9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ti=%22%E9%B3%B4%E9%91%B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7ZAYz&o=e0&sec=sec1&op=sti=%22%E9%B3%B4%E8%AC%9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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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表】ㄅㄧㄠˇ 部首：衣 部首外筆畫數：3 總筆畫數：8 

釋義  [名]1. 外衣。《說文解字．衣部》：「表，上衣也。」清．段玉裁．注：「上衣者，衣之在外者也。」明．袁宏
道〈雨後遊六橋記〉：「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 
2. 標識。《管子．君臣上》：「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猶揭表而令之止也。」唐．尹
知章．注：「表，謂以本為標，有所告示也。」 
3. 事物外在的一面。如：「外表」、「江表」、「虛有其表」、「出人意表」。《左傳．僖公五年》：「虢，虞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文選．潘岳．西征賦》：「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裡。」 
4. 模範、榜樣。如：「表率」、「為人師表」。《文選．班固．幽通賦》：「保身遺名，民之表兮。」 
5. 古代臣子呈給帝王的一種奏章。如三國蜀諸葛亮的〈出師表〉、李密的〈陳情表〉。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
說．表〉：「古者獻言於君，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陳請而已。後世因之，其用寖
廣。」 
6. 石碑。《漢書．卷七五．李尋傳》：「千里立表，萬里連紀。」 
7. 墓表、墓誌。如宋代歐陽修的〈瀧岡阡表〉。 
8.分格或分項以列記事物的文件。如：「報表」、「課表」、「統計表」、「調查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9. 人除正名以外的其他字號。《醒世恆言．卷七．錢秀才錯占鳳凰儔》：「（高贊）接口就問說：『此位就是令
親顏大官人？前日不曾問得貴表。』錢青道：『年幼無表。』」 
10. 計時器或計量器。如：「手表」、「電表」。《紅樓夢》第一九回：「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亥正。」
也作「錶」。 
11. 表親。如：「姑表」、「姨表」、「老表」。 
12. 泛指行為不檢點的婦女，也多專指妓女。通「婊」。 
13. 姓。如明代有表貢。 
 [動]1. 加上外衣。《論語．鄉黨》：「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三國魏．何晏．箋：「必表而出之，加上
衣。」 
2. 顯揚、獎勵。《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文選．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 
3. 傳達、宣布、告訴。如：「閒話不表」、「略表心意」。《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又詔中尉、左右內
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二刻拍案驚奇》卷二五：「真正是沒頭的公事，表過不提。」 
4. 上奏章奏明某事。《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亮自表後主。」 
5. 上表推薦。《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吳主傳》：「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 
6. 鑒察。如：「惟天可表」。《董西廂》卷七：「負心的天地表！天地表！」 
7. 裝潢修補書畫。通「裱」。《儒林外史》第三三回：「我表了個手卷在此，願捐的寫在上面。」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5%A4%96%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6%B1%9F%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8%99%9B%E6%9C%89%E5%85%B6%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5%87%BA%E4%BA%BA%E6%84%8F%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8%A1%A8%E7%8E%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7%82%BA%E4%BA%BA%E5%B8%AB%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5%A0%B1%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8%AA%B2%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7%B5%B1%E8%A8%88%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8%AA%BF%E6%9F%A5%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9%9B%BB%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9%8C%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5%A7%91%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5%A7%A8%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8%80%81%E8%A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6%83%9F%E5%A4%A9%E5%8F%AF%E8%A1%A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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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楚】ㄔㄨˇ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3 

釋義  [形]1. 痛苦。如：「苦楚」。《史記．卷一○．孝文本紀》：「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

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 

2. 清晰、整齊。如：「清楚」。《詩經．小雅．賓之初筵》：「邊豆有楚，殽核維旅。」 

3. 鮮明、華麗。《詩經．曹風．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南朝梁．沈約〈少年新婚為之詠詩〉：「腰

肢既軟弱，衣服亦華楚。」 

 [名]1. 古時教師用以責罰學生的小杖。《禮記．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漢．鄭玄．注：「夏，槄也；

楚，荊也。二者所以撲撻犯禮者。」 

2. 國名：(1) 周成王封熊繹於楚，春秋時稱王，為戰國七雄之一。領有今大陸地區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及河

南南部，後為秦所滅。(2) 五代時馬殷所建，為五代十國之一。有今大陸地區湖南及廣西東部等地，後為南唐所滅。 

3. 大陸地區湖南、湖北的通稱。或專指大陸地區湖北而言。 

4. 植物名。馬鞭草科蔓荊屬，落葉灌木。葉為掌狀複葉，邊緣有細鋸齒。七八月間開淡黃紫色花。也稱為「牡荊」。 

5. 姓。如宋代有楚公輔。 

 [動]拷打。《聊齋志異．卷一．三生》：「鬼力楚之，痛甚而蹶。」 

字詞  【臭】ㄔㄡˋ 部首：自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10 

釋義  [名]1. 難聞的氣味。與「香」相對。如：「腥臭」、「口臭」、「銅臭」。 

2. 惡名，不好的名聲。如：「遺臭萬年」。《晉書．卷九八．桓溫傳》：「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形]1. 味道難聞的。如：「臭汗」、「臭屁」、「好臭喔！」。 

2. 醜惡的、令人厭惡的。如：「別擺一副臭架子！」、「她整天擺著一張臭臉。」 

 [副]狠狠的。如：「臭罵一頓。」《儒林外史》第六回：「揪著頭髮，臭打一頓。」 ㄒㄧㄡ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8%8B%A6%E6%A5%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6%B8%85%E6%A5%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8%85%A5%E8%87%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5%8F%A3%E8%87%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9%8A%85%E8%87%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ti=%22%E9%81%BA%E8%87%AD%E8%90%AC%E5%B9%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7FHY0&o=e0&sec=sec1&op=sno=%2207056%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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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皮】ㄆㄧˊ 部首：皮 部首外筆畫數：0 總筆畫數：5 

釋義  [名]1. 動植物體表的一層組織。如：「獸皮」、「皮開肉綻」、「樹皮」。 

2. 物的表面。唐．韓愈〈題于賓客莊〉詩：「榆莢車前蓋地皮，薔薇蘸水筍穿籬。」 

3. 很薄的東西。如：「鐵皮」、「粉皮」、「豆腐皮」。 

4. 包裝東西的外皮，以為保護或美觀用。如：「封皮」、「書皮」。 

5. 姓。如唐代有皮日休。 

6. 二一四部首之一。 

 [形]1. 皮製的。如：「皮鞋」、「皮箱」、「皮筏」。 

2. 厚顏、沒有羞恥心。《喻世明言．卷二三．張舜美燈宵得麗女》：「訕語時，口要緊；刮涎處，臉須皮。」 

3. 性情頑劣不聽話。如：「這孩子好皮。」 

4. 有彈性的。如：「皮球」、「皮蛋」。 

字詞  【匠】ㄐㄧㄤˋ 部首：匚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6 

釋義  [名]1. 泛稱各種技術工人。如：「木匠」、「鐵匠」、「花匠」、「工匠」。《史記．卷一○．孝文本紀》：「嘗

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 

2. 尊稱在某方面有特殊造詣的人。如：「畫壇巨匠」、「文壇巧匠」。唐．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詩：

「哲匠感頹運，雲鵬忽飛翻。」 

 [形]技藝靈巧、構思巧妙。如：「匠心獨運」。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章句》：「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 

字詞  【菊】ㄐㄩˊ 部首：艸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植物名。菊科菊屬，多年生草本。莖略帶木質。葉互生，卵形，有缺刻和鋸齒。秋季開花，花冠周圍為舌狀，

中部為管狀，屬頭狀花序。原產於大陸地區，久經栽培，種類繁多，可供觀賞、飲料及藥用。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7%9A%AE%E9%96%8B%E8%82%89%E7%B6%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6%A8%B9%E7%9A%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9%90%B5%E7%9A%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7%B2%89%E7%9A%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8%B1%86%E8%85%90%E7%9A%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5%B0%81%E7%9A%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6%9B%B8%E7%9A%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7%9A%AE%E9%9E%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7%9A%AE%E7%AE%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7%9A%AE%E7%AD%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7%9A%AE%E7%90%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7%9A%AE%E8%9B%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6%9C%A8%E5%8C%A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9%90%B5%E5%8C%A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8%8A%B1%E5%8C%A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5%B7%A5%E5%8C%A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5%8C%A0%E5%BF%83%E7%8D%A8%E9%81%8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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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體】ㄊㄧˇ 部首：骨 部首外筆畫數：13 總筆畫數：23 

釋義  [名]1. 人體或其他動物的全身。如：「身體」、「肉體」、「人體」。 
2. 身體的各部分。如：「肢體」、「上體」、「五體投地」。《論語．微子》：「四體不勤。」《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 
3. 事物的本質形態或主要部分。如：「固體」、「液體」、「主體」、「物體」。 
4. 文章的體裁。如：「駢體」、「散體」、「賦體」、「文體」。 
5. 文字書寫的形式。如：「字體」、「草體」、「楷體」。 
6. 數學上指立體的形狀。如：「正方體」、「長方體」、「圓柱體」。 
7. 哲學上指本體。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動]1. 實行。如：「身體力行」。《淮南子．氾論》：「故聖人以身體之。」 
2. 設身處地，為人著想。如：「體諒」、「體恤民情」。清．林覺民〈與妻訣別書〉：「汝體吾此心。」 
 [副]親身的。如：「體驗」、「體會」、「體認」。 

字詞  【投】ㄊㄡˊ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7 

釋義  [動]1. 扔、擲。如：「投球」、「投籃」、「投石子」。 
2. 放進去。如：「投入」、「投票」、「投資」。 
3. 跳進去。如：「投江」、「投井」、「自投羅網」。 
4. 發向、映照。如：「眾人把目光都投向牆上的壁畫。」、「竹影散投在窗紙上。」 
5. 寄發。如：「投遞」、「投稿」、「投郵」。 
6. 前往、走向、迎向。如： 「投宿」、「投降」、「棄暗投明」。 
7. 合。如：「情投意合」、「意氣相投」。 
8. 奔靠。如：「投奔」、「投靠親友」、「走投無路」。《三國演義》第二回：「玄德、關、張三人往代州投劉
恢。」 
9. 接近、靠近。如：「投暮」。唐．孟郊〈題林校書花嚴寺書窗〉詩：「擬古投松坐，就明開紙疏。」 
10. 甩、揮。如：《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11. 拋棄。如：「投閒置散」。《後漢書．卷三二．樊宏陰識列傳．樊宏》：「然猶投戈講蓺，息馬論道。」 
12. 用。如： 「投藥」。 
13. 贈送。如： 《詩經‧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14. 迎合。如： 「投其所好」。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8%BA%AB%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8%82%89%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4%BA%BA%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8%82%A2%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4%B8%8A%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4%BA%94%E9%AB%94%E6%8A%95%E5%9C%B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5%9B%BA%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6%B6%B2%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4%B8%BB%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7%89%A9%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6%96%87%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5%AD%97%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8%8D%89%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6%A5%B7%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6%AD%A3%E6%96%B9%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9%95%B7%E6%96%B9%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5%9C%93%E6%9F%B1%E9%AB%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8%BA%AB%E9%AB%94%E5%8A%9B%E8%A1%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9%AB%94%E8%AB%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9%AB%94%E9%A9%9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9%AB%94%E6%9C%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7BGY1&o=e0&sec=sec1&op=sti=%22%E9%AB%94%E8%AA%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A%95%E7%B1%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A%95%E5%85%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A%95%E7%A5%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A%95%E8%B3%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A%95%E6%B1%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8%87%AA%E6%8A%95%E7%BE%85%E7%B6%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A%95%E9%81%9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A%95%E7%A8%B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A%95%E9%83%B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A%95%E9%99%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A3%84%E6%9A%97%E6%8A%95%E6%98%8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3%85%E6%8A%95%E6%84%8F%E5%90%8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4%8F%E6%B0%A3%E7%9B%B8%E6%8A%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A%95%E5%A5%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8%B5%B0%E6%8A%95%E7%84%A1%E8%B7%A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A%95%E6%9A%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8A%95%E9%96%92%E7%BD%AE%E6%95%A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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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句】ㄐㄩˋ 部首：口 部首外筆畫數：2 總筆畫數：5 

釋義  [名]1. 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詞組成，含有主語、述語，能表達一個完全的意思的，稱為「句」。如：「詩句」、
「語句」。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章句》：「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 
2. 量詞。計算言語的單位。如：「三句話不離本行。」 
3. 古代由下傳話以告上的禮制。《漢書．卷四三．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顏師古注引蘇林曰：
「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 ㄍㄡ ㄍㄡˋ 

字詞  【言】ㄧㄢˊ 部首：言 部首外筆畫數：0 總筆畫數：7 

釋義  [動]1. 說、講。如：「難言之隱」、「大言不慚」、「苦不堪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2. 談論。《論語．學而》：「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宋．蘇軾〈日喻〉：「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
之。」 
3. 陳述。唐．白居易〈琵琶行〉：「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4. 詢問。《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 
5. 告訴、告知。《史記．卷九七．陸賈傳》：「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
儒人也。』」 
 [名]1. 話語、所說的話。如：「有言在先」、「忠言逆耳」、「人言可畏」。《論語．公冶長》：「今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觀其行。」 
2. 字。如：「七言詩」、「共三十萬言」。《論語．衛靈公》：「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 
3. 一句話稱為「一言」。如：「一言興邦」、「一言以蔽之」、「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4. 學說、言論。如：「一家之言」。《孟子．滕文公下》：「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韓非子．孤憤》：「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 
5. 姓。如春秋時有言偃。 
6. 二一四部首之一。 
 [助]語助詞，無義：(1) 置於句首。《詩經．衛風．氓》：「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左
傳．僖公九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2) 置於句中。《易經．繫辭上》：「德言盛，禮言
恭。」《詩經．邶風．泉水》：「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ㄧㄣˊ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8%A9%A9%E5%8F%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8%AA%9E%E5%8F%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no=%2204012%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no=%2204012%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9%9B%A3%E8%A8%80%E4%B9%8B%E9%9A%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5%A4%A7%E8%A8%80%E4%B8%8D%E6%85%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8%8B%A6%E4%B8%8D%E5%A0%AA%E8%A8%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6%9C%89%E8%A8%80%E5%9C%A8%E5%85%8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5%BF%A0%E8%A8%80%E9%80%86%E8%80%B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4%BA%BA%E8%A8%80%E5%8F%AF%E7%95%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4%B8%83%E8%A8%80%E8%A9%A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4%B8%80%E8%A8%80%E8%88%88%E9%82%A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4%B8%80%E8%A8%80%E4%BB%A5%E8%94%BD%E4%B9%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ti=%22%E4%B8%80%E5%AE%B6%E4%B9%8B%E8%A8%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1LY4&o=e0&sec=sec1&op=sno=%2211078%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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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鞠】ㄐㄩˊ 部首：革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7 

釋義  [名]1. 皮毬，一種以皮革縫合，內塞以鳥羽等柔軟物或充氣而成的球。《資治通鑑．卷一九九．唐紀十五．高宗
永徽三年》：「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 
2. 菊花。同「菊」。《禮記．月令》：「鞠有黃華。」 
3. 姓。如宋代有鞠常。 
 [動]1. 養育、撫育。如：「鞠育」。《詩經．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2. 彎曲。《論語．鄉黨》：「入公門，鞠躬如也。」 
3. 審問。同「鞫」。《史記．卷八七．李斯傳》：「令鞠治之。」《漢書．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鞠
獄不實。」 
4. 窮困。《書經．盤庚中》：「爾惟自鞠自苦。」 
 [形]幼小、幼稚。《書經．康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字詞  【躬】ㄍㄨㄥ 部首：身 部首外筆畫數：3 總筆畫數：10 

釋義  [名]身體。《爾雅．釋詁下》：「躬，身也。」如：「鞠躬」、「政躬康泰」。《詩經．大雅．生民》：「纘戎祖
考，王躬是保。」 
[副]親身、親自。如：「事必躬親」。晉．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唐．王勃〈滕王閣
序〉：「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動]彎曲。如：「躬身為禮」。 

字詞  【勝】ㄕㄥˋ 部首：力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2 

釋義  [動]1. 占優勢。如：「勝利」、「戰勝」、「勝訴」。《孟子．梁惠王上》：「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 
2. 超越。如：「略勝一籌」。《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唐．杜甫〈北征〉詩：「平生所
嬌兒，顏色白勝雪。」 
3. 克制、制服。《論語．子路》：「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故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 
 [形]美好的、優越的。如：「勝會」、「勝地」、「名山勝景」。 ㄕㄥ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7xKY5&o=e0&sec=sec1&op=sti=%22%E9%9E%A0%E8%82%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7xKY5&o=e0&sec=sec1&op=sti=%22%E9%9E%A0%E8%BA%A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7xKY5&o=e0&sec=sec1&op=sti=%22%E6%94%BF%E8%BA%AC%E5%BA%B7%E6%B3%B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7xKY5&o=e0&sec=sec1&op=sti=%22%E4%BA%8B%E5%BF%85%E8%BA%AC%E8%A6%A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7xKY5&o=e0&sec=sec1&op=sti=%22%E5%8B%9D%E5%88%A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7xKY5&o=e0&sec=sec1&op=sti=%22%E6%88%B0%E5%8B%9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7xKY5&o=e0&sec=sec1&op=sti=%22%E5%8B%9D%E8%A8%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7xKY5&o=e0&sec=sec1&op=sti=%22%E7%95%A5%E5%8B%9D%E4%B8%80%E7%B1%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7xKY5&o=e0&sec=sec1&op=sti=%22%E5%8B%9D%E5%9C%B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7xKY5&o=e0&sec=sec1&op=sno=%2209030%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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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諸】ㄓㄨ 部首：言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5 

釋義  [形]1. 眾多、各個。如：「諸事」、「諸子百家」、「諸善男子，善女人」。 

2. 所有、一切。《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帝紀》：「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明

史．卷二．太祖本紀》：「諸遭亂為人奴隸者復為民。」 

 [代][介]之於二字的合音。「之」是代詞，「於」是介詞。如：「付諸行動」。《論語．衛靈公》：「子張書諸

紳。」 

[代][助]之乎二字的合音。「之」是代詞，「乎」是助詞。《論語．子罕》：「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

而沽諸？」 

[介]於。《禮記．祭義》：「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代]他、之。《論語．學而》：「告諸往而知來者。」 

[名]姓。如明代有諸茂卿。 

字詞  【葛】ㄍㄜˇ 部首：艸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姓。如晉代有葛洪。 ㄍㄜˊ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7xKY5&o=e0&sec=sec1&op=sti=%22%E8%AB%B8%E5%AD%90%E7%99%BE%E5%AE%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79JY6&o=e0&sec=sec1&op=sno=%2203954%22.&v=-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