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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葛】ㄍㄜ
ˊ
 部首：艸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1. 植物名。豆科葛屬，多年生蔓草。莖細長，複葉闊大，花紫赤色，結實成莢。根可入藥，亦可取出澱粉，供食用及製糊用。

纖維可織布及作造紙原料。 

2. 夏天所穿的衣服。宋．辛棄疾〈水調歌頭．萬事幾時足〉詞：「一葛一裘經歲，一缽一瓶終日。」 

3. 國名。夏朝所封的諸侯國。嬴姓。故城在今大陸地區河南省葵兵縣東北。ㄍㄜ
ˇ
 

字詞  【莖】ㄐㄧㄥ 部首：艸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植物地上部分的主體。是植物體內運送物質的必經管道，也是主要的支持器官。根據外形和構造，可分草本與木本兩類。草

本植物的主幹柔弱，生長時高度及粗細均受限制；木本植物的主幹則粗而明顯。 

2. 器物的柄幹。《周禮．冬官考工記．桃氏》：「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漢．鄭玄．注：「臘，謂兩刃。莖，在夾中者。」 

3. 量詞。用於計算細條狀物體的單位詞。如：「小草數莖」。唐．杜甫〈樂遊園歌〉：「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 

字詞  【立】ㄌㄧˋ 部首：立 部首外筆畫數：0 總筆畫數：5 

釋義  [動]1. 直身站著。如：「站立」、「立正」。《孟子．梁惠王上》：「王立於沼上。」 

2. 豎起。如：「豎立」、「立竿見影」。《水滸傳》第三一回：「又將兩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 

3. 設置。如：「立廟」、「私立小學」。《書經．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 

4. 制定、訂定。如：「立法」、「立案」、「立憲」。 

5. 建樹、成就。如：「立威」、「三十而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6. 存在。如：「獨立」、「誓不兩立」。 

 [副]即刻。如：「立刻」。《史記．卷八六．刺客傳．荊軻傳》：「劍堅，故不可立拔。」 

[名]1. 姓。如春秋時魯國有立如子。 

2. 二一四部首之一。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3iu2PA&o=e0&sec=sec1&op=sno=%2203962%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iq3PB&o=e0&sec=sec1&op=sti=%22%E7%AB%99%E7%AB%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iq3PB&o=e0&sec=sec1&op=sti=%22%E7%AB%8B%E6%AD%A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iq3PB&o=e0&sec=sec1&op=sti=%22%E8%B1%8E%E7%AB%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iq3PB&o=e0&sec=sec1&op=sti=%22%E7%AB%8B%E7%AB%BF%E8%A6%8B%E5%BD%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iq3PB&o=e0&sec=sec1&op=sti=%22%E7%AB%8B%E6%B3%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iq3PB&o=e0&sec=sec1&op=sti=%22%E7%AB%8B%E6%A1%8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iq3PB&o=e0&sec=sec1&op=sti=%22%E7%AB%8B%E6%86%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iq3PB&o=e0&sec=sec1&op=sti=%22%E7%AB%8B%E5%A8%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iq3PB&o=e0&sec=sec1&op=sti=%22%E4%B8%89%E5%8D%81%E8%80%8C%E7%AB%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iq3PB&o=e0&sec=sec1&op=sti=%22%E7%8D%A8%E7%AB%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iq3PB&o=e0&sec=sec1&op=sti=%22%E8%AA%93%E4%B8%8D%E5%85%A9%E7%AB%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iq3PB&o=e0&sec=sec1&op=sti=%22%E7%AB%8B%E5%88%B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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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斑】ㄅㄢ 部首：文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1. 雜色的點或花紋。《說文解字．文部》：「辬，駁文也。」清．段玉裁．注：「斑者，辬之俗。今乃斑行而辬廢矣。」如：

「白斑」、「紅斑」。唐．宋之問〈晚泊湘江〉詩：「唯餘望鄉淚，更染竹成斑。」 

2. 痕跡。元．錢惟善〈和季文山齋早春〉詩：「落梅風細小窗寒，石上餘香點點斑。」 

3. 一小部分。如：「可見一斑」。 

 [形]1. 灰白。顏色雜而不純。如：「斑白」。唐．韋應物〈淮上喜會梁川故人〉詩：「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 

2. 雜亂。《楚辭．屈原．離騷》：「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漢．王逸．注：「斑，亂貌。」 

字詞  【展】ㄓㄢˇ 部首：尸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0 

釋義  [動]1. 翻轉、轉動。《說文解字．尸部》：「展，轉也。」《西遊記》第一○○回：「須臾間，那馬打個展身，即退了毛皮。」 

2. 舒張、打開。如：「舒展」。《莊子．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宋．蘇軾〈題淨因壁〉詩：「蕉心不展待

時雨，葵葉為誰傾夕陽。」 

3. 延長。《漢書．卷九○．酷吏傳．王溫舒傳》：「令冬月益展一月，卒吾事矣。」 

4. 擴張、擴大。《國語．晉語二》：「今嘉其夢，侈必展。」《水滸傳》第一一六回：「此也是數中星宿，盡是陛下開疆展土之臣

也。」 

5. 施行、實施。《文選．曹植．贈白馬王彪詩》：「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勤。」明．湯顯祖《牡丹亭》第二四齣：「到了觀中，

且安置閣兒上，擇日展禮。」 

6. 省視、檢閱。《周禮．春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 

7. 陳列、鋪放。如：「展覽」。《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8. 記錄。《周禮．天官．內宰》：「正其服，禁其奇邪，展其功緒。」 

9. 濡染。同「沾」。參見「展汙-沾汙。元．關漢卿《魯齋郎》第三折：「你待展汙俺婚姻簿，我可便負你有何辜！」

明．湯顯祖《牡丹亭》第十齣：「呀，淫邪展汙了花臺殿。」」條。 

 [名]姓。如明代有展迪。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im0PC&o=e0&sec=sec1&op=sti=%22%E7%99%BD%E6%96%9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im0PC&o=e0&sec=sec1&op=sti=%22%E5%8F%AF%E8%A6%8B%E4%B8%80%E6%96%9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im0PC&o=e0&sec=sec1&op=sti=%22%E6%96%91%E7%99%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ii1PD&o=e0&sec=sec1&op=sti=%22%E8%88%92%E5%B1%9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ii1PD&o=e0&sec=sec1&op=sti=%22%E5%B1%95%E8%A6%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ii1PD&o=e0&sec=sec1&op=sti=%22%E5%B1%95%E6%B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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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棋】ㄑㄧˊ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一種遊戲。有棋盤、棋子，下棋者依規則移動棋子，以定勝負。有跳棋、圍棋、象棋、五子棋、西洋棋等

多種玩法。ㄐㄧ  

字詞  【刻】ㄎㄜˋ 部首：刀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8 

釋義  [動]1. 雕鏤。《說文解字．刀部》：「刻，鏤也。」如：「刻字」、「雕刻」、「刻舟求劍」。宋．歐陽修〈瀧岡阡表〉：「乃

列其世譜，具刻於碑。」 

2. 牢記。如：「那段美好的回憶，已深深的刻在我的心版上。」 

3. 傷害、剝削。《荀子．禮論》：「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唐．楊倞．注：「刻，損減。」唐．柳宗元〈封建

論〉：「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 

4. 限定。明．史可法〈復多爾袞書〉：「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 

 [形]程度深的。如：「嚴刑刻法」。 

[名]1. 古代記時的名稱，一晝夜共分一百刻。今以十五分鐘為一刻。《周禮．夏官．挈壺氏》「縣壺」句下漢．鄭玄．注：「漏之

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2. 時候。亦指短暫的時間。如：「刻不容緩」、「此時此刻」。《西遊記》第九二回：「這家酬，那家請，略無虛刻。」 

ㄎㄜ  

字詞  【垂】ㄔㄨㄟˊ 部首：土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9 

釋義  [動]1. 由上往下掉落。如：「垂淚」、「垂涎」、「垂纓」。 

2. 留傳後世。如：「名垂青史」、「永垂不朽」。 

 [副]1. 及、將要。如：「垂危」、「功敗垂成」。唐．元稹〈聞樂天授江州司馬〉詩：「垂死病中驚坐起。」 

2. 晚輩受長輩關愛的敬語。如：「垂愛」、「垂詢」、「垂念」。 

 [名]1. 邊疆。通「陲」。《荀子．臣道》：「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史記．卷五．秦本紀》：「在西戎，保西垂。」 

2. 旁邊。《文選．王粲．詠史詩》：「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ii1PD&o=e0&sec=sec1&op=sno=%2205302%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5%88%BB%E5%AD%9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9%9B%95%E5%88%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5%88%BB%E8%88%9F%E6%B1%82%E5%8A%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5%88%BB%E4%B8%8D%E5%AE%B9%E7%B7%A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6%AD%A4%E6%99%82%E6%AD%A4%E5%88%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no=%2204407%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5%9E%82%E6%B7%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5%9E%82%E6%B6%8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5%90%8D%E5%9E%82%E9%9D%92%E5%8F%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6%B0%B8%E5%9E%82%E4%B8%8D%E6%9C%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5%9E%82%E5%8D%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5%8A%9F%E6%95%97%E5%9E%82%E6%88%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5%9E%82%E6%84%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5%9E%82%E8%A9%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i.yPE&o=e0&sec=sec1&op=sti=%22%E5%9E%82%E5%BF%B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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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悔】ㄏㄨㄟˇ 部首：心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0 

釋義  [動]1. 事後追恨。如：「悔恨」、「悔不當初」。唐．李頻〈春閨怨〉詩：「自怨愁容常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宋．歐陽

修〈蝶戀花．獨倚危樓風細細〉詞：「衣帶漸寬都不悔，況伊銷得人憔悴。」 

2. 改過。如：「悔過」、「悔改」。《後漢書．卷二五．魯恭傳》：「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 

字詞  【略】ㄌㄩㄝˋ 部首：田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計謀、計劃。如：「謀略」、「方略」、「戰略」、「策略」。 

2. 概要、重點。如：「要略」、「史略」。《孟子．滕文公上》：「此其大略也。」 

3. 姓。如三國時吳國有略統。 

 [動]1. 經營、治理。《左傳．昭公七年》：「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 

2. 奪取、攻占。《淮南子．兵略》：「攻城略地，莫不降下。」 

3. 省去、簡化。如：「省略」、「忽略」。南朝梁．蕭統〈文選序〉：「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

今之所撰，又以略諸。」 

 [形]簡要的。如：「略表」、「略圖」。《荀子．非相》：「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 

[副]大致、稍微。如：「約略估計」、「略有所聞」、「略知一二」。《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書

不能悉意，略陳固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a7PN&o=e0&sec=sec1&op=sti=%22%E6%82%94%E6%81%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a7PN&o=e0&sec=sec1&op=sti=%22%E6%82%94%E4%B8%8D%E7%95%B6%E5%88%9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a7PN&o=e0&sec=sec1&op=sti=%22%E6%82%94%E9%81%8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a7PN&o=e0&sec=sec1&op=sti=%22%E6%82%94%E6%94%B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8%AC%80%E7%95%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96%B9%E7%95%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88%B0%E7%95%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7%AD%96%E7%95%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8%A6%81%E7%95%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7%9C%81%E7%95%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5%BF%BD%E7%95%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7%95%A5%E5%9C%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7%95%A5%E7%9F%A5%E4%B8%80%E4%BA%8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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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枯】ㄎㄨ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9 

釋義  [形]1. 草木失去生機。如：「枯木逢春」。唐．李白〈蜀道難〉：「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元．馬致遠〈天淨沙．

枯藤老樹昏鴉〉曲：「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 

2. 乾、乾涸。如：「枯井」、「海枯石爛」、「枯魚之肆」。唐．李白〈古風〉詩五九首之五九：「眾鳥集榮柯，窮魚守枯池。」 

3. 憔悴、瘦瘠。《荀子．修身》：「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後漢書．卷四五．袁安傳》：「魂魄飛揚，形容已枯。」 

 [名]1. 油料作物經榨油後剩餘的渣滓，多製成餅狀，供飼料、肥料之用。如：「茶枯」、「油枯」。 

2. 中醫上稱半身不遂的病為「枯」。 

字詞  【死】ㄙˇ 部首：歹 部首外筆畫數：2 總筆畫數：6 

釋義  [動]1. 喪失生命。與「活」相對。如：「死於非命」、「人死不能復生」。 
2. 斷絕、放棄。如：「死心」。《莊子．田子方》：「夫哀莫大於心死。」 
3. 為某人或某事犧牲生命。如：「死難」、「死節」。《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傳》：「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

倍義乎？」晉．陶淵明〈詠荊軻〉詩：「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 
 [形]1. 喪失生命的。如：「死狗」。 
2. 失去作用或效力的。如：「死會」、「死棋」、「死井」。 
3. 不通達的或不活動的。如：「死巷」、「死水」、「死結」。 
4. 呆板、不靈活。如：「死板」、「死腦筋」。 
5. 既定而不可改變的。如：「死法子」、「死規矩」。 
6. 咒罵的話，亦表示親暱的意思。如：「死鬼」、「死老頭」。 
 [副]1. 拚命的。如：「死守」、「死戰」。 
2. 非常、極甚。表示程度達到極點。如：「怕死了」、「熱死了」、「笑死了」。 
3. 堅決、固執或不知變通。如：「死記」、「死不肯說」、「死不承認」、「死賣力氣」、「死抓不放」。 
4. 固定而不能活動。如：「抽屜給釘死了。」、「給自己留點轉圜的餘地，別把話說死了。」 
5. 阻滯不通。如：「堵死了」。 
6. 毫無知覺，像死的樣子。如：「他睡得真死。」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9E%AF%E6%9C%A8%E9%80%A2%E6%98%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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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B5%B7%E6%9E%AF%E7%9F%B3%E7%88%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9E%AF%E9%AD%9A%E4%B9%8B%E8%82%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B2%B9%E6%9E%A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6%96%BC%E9%9D%9E%E5%91%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5%BF%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9%9B%A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7%AF%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7%8B%9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6%A3%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5%B7%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6%B0%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7%B5%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6%9D%B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8%85%A6%E7%AD%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6%B3%95%E5%AD%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9%AC%B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5%AE%8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6%88%B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iW4PO&o=e0&sec=sec1&op=sti=%22%E6%AD%BB%E8%A8%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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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諒】ㄌㄧㄤˋ 部首：言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5 

釋義  [動]1. 相信。《詩經．鄘風．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喻世明言．卷一九．楊謙之客舫遇俠僧》：「雖然如此，卻也

諒得過這個和尚是個有信行的好漢，決無誑言之事。」 

2. 寬恕、體察。如：「原諒」、「見諒」、「體諒」。宋．陳亮〈酌古論三．諸葛孔明下〉：「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

心者。」 

 [形]信實、誠信。《論語．季氏》：「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宋．王安石〈懷張唐公〉詩：「直諒

多為世所排，有懷長向我前開。」 

[副]推想、料想之意。如：「諒必」、「諒可」。《喻世明言．卷四○．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你是書禮

之家，諒無再醮之事。」 

[名]姓。如戰國時趙國有諒毅。ㄌㄧㄤˊ 

字詞  【依】ㄧ 部首：人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8 

釋義  [動]1. 靠著、倚傍。《說文解字．人部》：「依，倚也。」如：「依山傍水」。唐．王之渙〈登鸛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

河入海流。」 

2. 倚靠、倚託。如：「相依為命」。《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文選．曹操．

短歌行》：「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3. 按照、遵循。如：「依次」、「依樣畫葫蘆」。《楚辭．屈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4. 聽從、順從。如：「咱們就依著他的話吧！」《莊子．養生主》：「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 

 [副]情況沒改變、老樣子。如：「依然故我」。唐．方干〈獻王大夫〉詩二首之二：「歷任聖朝清峻地，至

今依是少年身。」 

字詞  【澆】ㄐㄧㄠ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12 總筆畫數：15 

釋義  [動]液體由上往下淋灌。如：「澆水」、「澆油」。唐．李賀〈浩歌〉：「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 

[形]輕浮的、淺薄的。唐．李白〈古風〉詩五九首之二五：「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iS5PP&o=e0&sec=sec1&op=sti=%22%E5%8E%9F%E8%AB%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iS5PP&o=e0&sec=sec1&op=sti=%22%E8%A6%8B%E8%AB%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iS5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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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5PP&o=e0&sec=sec1&op=sti=%22%E8%AB%92%E5%BF%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iS5PP&o=e0&sec=sec1&op=sno=%2203660%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3jumPQ&o=e0&sec=sec1&op=sti=%22%E4%BE%9D%E5%B1%B1%E5%82%8D%E6%B0%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3jumPQ&o=e0&sec=sec1&op=sti=%22%E7%9B%B8%E4%BE%9D%E7%82%BA%E5%91%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3jumPQ&o=e0&sec=sec1&op=sti=%22%E4%BE%9D%E6%AC%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3jumPQ&o=e0&sec=sec1&op=sti=%22%E4%BE%9D%E6%A8%A3%E7%95%AB%E8%91%AB%E8%98%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3jumPQ&o=e0&sec=sec1&op=sti=%22%E4%BE%9D%E7%84%B6%E6%95%85%E6%88%9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jqnPR&o=e0&sec=sec1&op=sti=%22%E6%BE%86%E6%B0%B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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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溢】ㄧˋ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3 

釋義  [動]1. 液體漫出外流。《禮記．王制》：「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是歲，大雨，穀、洛溢，

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 

2. 泛指外流、流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九四回：「現在我們中國所用的全是墨西哥銀圓，利權外溢，莫此為甚！」 

3. 流露、充滿。如：「熱情洋溢」。《文選．陸機．文賦》：「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副]過分、過度。如：「溢美」。漢．桓寬《鹽鐵論．錯幣》：「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調其

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南朝宋．鮑照〈征北世子誕育上疏〉：「不勝殊歡溢喜，

謹奉表以聞。」 

[名]量詞。古代計算重量的單位。二十兩為一溢。通「鎰」。《戰國策．秦策一》：「白壁百雙，黃金萬溢。」

漢．高誘．注：「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為一溢也。」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jqnPR&o=e0&sec=sec1&op=sti=%22%E6%BA%A2%E7%BE%8E%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