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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桐】ㄊㄨㄥˊ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10 

釋義  植物名。參見「泡桐」、「梧桐」、「油桐」等條。 

字詞  【雪】ㄒㄩㄝˇ 部首：雨 部首外筆畫數：3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水汽在零度以下所凝結成的六角形白色晶體。如：「白雪」、「冰雪」、「下雪」、「積雪」。 
[動]1. 下雪、降雪。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于時始雪，五處俱賀。」唐．白居易〈問劉十九〉
詩：「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2. 擦拭。《呂氏春秋．恃君覽．觀表》：「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唐．杜甫〈陪諸貴公子丈八溝
攜妓納涼晚際遇雨〉詩二首之一：「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 
3. 洗刷、洗清、清除。如：「雪恥」、「昭雪」、「洗雪冤情」。《呂氏春秋．不苟論．不苟》：「故雪殽之恥。」 
 [形]如雪般白色的。如：「雪白」。隋．盧思道〈孤鴻賦〉：「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 ㄒㄩㄝˋ 

字詞  【初】ㄔㄨ 部首：衣 部首外筆畫數：2 總筆畫數：8 

釋義  [名]1. 根本、本原。《淮南子．俶真》：「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史記．卷四七．
孔子世家》：「進取不忘其初。」 
2. 起源、開始。如：「年初」、「月初」、「和好如初」。唐．柳宗元〈封建論〉：「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
知之也。」 
3. 姓。如宋代有初暐。 
 [形]1. 從前、原來。如：「初衷」、「初心」。 
2. 最先、開頭。如：「初秋」、「初民」、「初雪」。 
3. 最低的。如：「初級」、「初等」。 
4. 陰曆每月一日到十日，皆冠上「初」字，表上旬的。如：「初一」、「初二」。 
 [副]1. 第一次的。如：「初戀」、「初學」、「初試啼聲」。 
2. 甫、剛剛。如：「初出茅廬」。《書經．召誥》：「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史記．卷
四九．外戚世家》：「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 
3. 全、始終。用於否定句，表範圍。《後漢書．卷八一．獨行傳．彭脩傳》：「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
豈非過邪？」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dqQw&o=e0&sec=sec1&op=sti=%22%E6%B3%A1%E6%A1%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dqQw&o=e0&sec=sec1&op=sti=%22%E6%A2%A7%E6%A1%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dqQw&o=e0&sec=sec1&op=sti=%22%E6%B2%B9%E6%A1%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7%99%BD%E9%9B%A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6%B0%E9%9B%A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4%B8%8B%E9%9B%A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7%A9%8D%E9%9B%A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9%9B%AA%E6%81%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6%98%AD%E9%9B%A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9%9B%AA%E7%99%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no=%2207348%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B9%B4%E5%88%9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6%9C%88%E5%88%9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92%8C%E5%A5%BD%E5%A6%82%E5%88%9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8%9D%E8%A1%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8%9D%E5%BF%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8%9D%E7%A7%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8%9D%E6%B0%9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8%9D%E9%9B%A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8%9D%E7%B4%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8%9D%E7%AD%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8%9D%E4%B8%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8%9D%E6%88%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8%9D%E5%AD%B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8%9D%E8%A9%A6%E5%95%BC%E8%81%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FsQ2&o=e0&sec=sec1&op=sti=%22%E5%88%9D%E5%87%BA%E8%8C%85%E5%BB%A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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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覆】ㄈㄨˋ 部首：襾 部首外筆畫數：12 總筆畫數：18 

釋義  [動]1.翻倒、傾倒。如：「翻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論語．子罕》：「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漢書．
卷四八．賈誼傳》：「前車覆，後車誡。」 
2.反轉。如：「反覆無常」、「翻來覆去」。唐．杜甫〈貧交行〉：「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 
3.毀滅、消滅。如：「傾覆」、「顛覆」。《論語．陽貨》：「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新唐書．卷
一三六．李光弼列傳》：「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眾。」 
4.回答。通「復」。如：「答覆」、「覆信」。《文明小史 》第二九回：「這時逢瓜代回國，到京覆命，請假修墓來的 。」 
5.審察、詳察。《舊唐書．卷一一○．鄧景山列傳》：「以鎮撫紀綱為己任，檢覆軍吏隱沒者。」 
6.遮蓋、掩蔽。如：「覆蓋」。《莊子．德充符》：「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聊齋志異．卷五．陽武侯》：「見舍
上鴉鵲群集，競以翼覆漏處。」 
7.埋伏、襲擊。《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魏書．卷八九．酷吏列傳．李洪之》：「乃
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 
8.反而。《詩經．小雅‧節南山》：「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副]重、再。通「複」。如：「重覆」。《後漢書．卷四○．班彪列傳下》：「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
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老殘遊記》第一七回：「宮保只有派白太尊覆審的話，並沒有叫閣下回省的示諭，此案
未了，斷不能走。」 

字詞  【取】ㄑㄩˇ 部首：又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8 

釋義  [動]1. 拿。如：「取款」、「各取所需」、「探囊取物」。唐．常建〈宿五度溪仙人得道處〉詩：「前溪遇新月，
聊取玉琴彈。」 
2. 得到。如：「取樂」、「取暖」、「取信於人」。 
3. 接受、收受。如：「分文不取」。《孟子．離婁下》：「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4. 捕捉。《詩經．豳風．七月》：「取彼狐貍，為公子裘。」 
5. 選擇。如：「取士」、「取景」、「取道」、「取名」。《三國演義》第六三回：「統令魏延為先鋒，取南小
路而進。」 
6. 求、尋求。如：「自取滅亡」。《文選．張衡．西京賦》：「列爵十四，競媚取榮。」 
7. 迎娶。通「娶」。《詩經．豳風．伐柯》：「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史記．卷三三．魯周公世家》：「莊
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 
 [助]置於動詞後，表示動作的進行。唐．杜秋娘〈金縷衣〉詩：「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名]姓。如宋代有取希作。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7%BF%BB%E8%A6%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8F%8D%E8%A6%86%E7%84%A1%E5%B8%B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7%BF%BB%E4%BE%86%E8%A6%86%E5%8E%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82%BE%E8%A6%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9%A1%9B%E8%A6%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7%AD%94%E8%A6%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8%A6%86%E4%BF%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8%A6%86%E8%93%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8F%96%E6%AC%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6%8E%A2%E5%9B%8A%E5%8F%96%E7%89%A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8F%96%E6%A8%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8F%96%E6%9A%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8F%96%E4%BF%A1%E6%96%BC%E4%BA%B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88%86%E6%96%87%E4%B8%8D%E5%8F%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8F%96%E5%A3%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8F%96%E6%99%A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8F%96%E9%81%9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8F%96%E5%90%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8%87%AA%E5%8F%96%E6%BB%85%E4%BA%A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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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梢】ㄕㄠ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樹枝的末端。如：「樹梢」、「柳梢」。 

2. 事物或時間的末尾。如：「眉梢」、「髮梢」。宋．楊萬里〈月下杲飲〉詩七首之三：「一年過暑一番愁，六

月梢時七月頭。」 

3. 小木柴。《淮南子．兵略》：「曳梢肆柴，揚塵起堨，所以營其目者。」 

4. 竿子。《漢書．卷二二．禮樂志》：「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 

5. 旌旗上的飄帶。通「旓」。《漢書．卷八七．揚雄傳上》：「揚左纛，被雲梢。」 

字詞  【禮】ㄌㄧˇ 部首：示 部首外筆畫數：13 總筆畫數：18 

釋義  [名]1. 人類的行為規範。《禮記．曲禮上》：「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2. 規矩恭敬的態度或行為。如：「行禮」、「有禮」。《左傳．僖公三十年》：「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3. 儀式。如：「典禮」、「婚禮」、「喪禮」、「成年禮」。 

4. 表敬意的贈品。如：「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晉書．卷七七．陸曄傳》：「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

一柈。」 

5. 儒家的經典。參見「三禮」-漢以後通稱《周禮》、《儀禮》、《禮記》為「三禮」。條。 

6. 姓。如漢代有禮賢。 

 [動]1. 祭。《儀禮．覲禮》：「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文選．揚雄．甘泉賦》：「集

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 

2. 尊敬、厚待。如：「禮賢下士」。《呂氏春秋．開春論．察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 

字詞  【髮】ㄈㄚˇ 部首：髟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5 

釋義  [名]1. 人類頭上的毛。如：「頭髮」、「白髮」、「黑髮」、「毫髮無傷」。《孝經．開宗明義章》：「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唐．杜甫〈贈衛八處士〉詩：「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 

2. 比喻為山上的草木。《莊子．逍遙遊》：「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3. 姓。如漢代有髮福。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6%A8%B9%E6%A2%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7%9C%89%E6%A2%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8%A1%8C%E7%A6%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6%9C%89%E7%A6%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85%B8%E7%A6%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A9%9A%E7%A6%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5%96%AA%E7%A6%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6%88%90%E5%B9%B4%E7%A6%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4%B8%89%E7%A6%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BtQ3&o=e0&sec=sec1&op=sti=%22%E7%A6%AE%E8%B3%A2%E4%B8%8B%E5%A3%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r9iQ4&o=e0&sec=sec1&op=sti=%22%E9%A0%AD%E9%AB%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r9iQ4&o=e0&sec=sec1&op=sti=%22%E7%99%BD%E9%AB%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r9iQ4&o=e0&sec=sec1&op=sti=%22%E9%BB%91%E9%AB%A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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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肩】ㄐㄧㄢ 部首：肉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8 

釋義  [名]1. 頸部下兩臂與身體連接的部分。如：「兩肩」、「肩並肩」。 
2. 姓。如明代有肩固。 
[動]擔負。如：「身肩重任」。 

字詞  【紛】ㄈㄣ 部首：糸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10 

釋義  [名]1. 爭執。如：「糾紛」、「排難解紛」。《晉書．卷九二．文苑傳．袁宏傳》：「謀解時紛，功濟宇內。」 
2. 姓。如戰國時魏有紛疆。 
 [動]擾亂、打擾。《墨子．尚同》中：「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聊齋志異．卷一．嬌娜》：「家君
恐交遊紛意念，故謝客耳。」 
[副]眾多。如：「大雪紛飛」。 

字詞  【捧】ㄆㄥˇ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1 

釋義  [動]1. 用兩手托物。如：「捧碗」、「捧茶」。《後漢書．卷三三．朱浮傳》：「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
多見其不知量也。」 
2. 捫、按。如：「捧腹大笑」。《莊子．天運》：「故西施病心而臏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笑之，歸亦捧心而臏
其里。」 
3. 讚揚、奉承他人或代為吹噓。如：「捧場」、「他被捧上天了。」 
 [名]量詞。計算兩手捧承物品的單位。如：「捧著一捧花」。 

字詞  【掌】ㄓㄤˇ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1. 手心、足心。如：「鼓掌」、「腳掌」、「易如反掌」。 
2. 動物的腳底。如：「熊掌」、「鴨掌」。 
3. 量詞。計算武術招數的單位。如：「一掌斃命」、「降龍十八掌」。 
4. 釘縫在鞋底前、後部分的皮子或橡膠。如：「釘一塊掌兒。」 
5. 姓。如晉代有掌同。 
 [動]1. 用手掌打。如：「掌嘴」。 
2. 管理、主持。如：「掌舵」、「掌政」、「職掌大權」。 
3. 北方方言。指擱放、加上。如：「記得掌點兒鹽到湯裡。」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r9iQ4&o=e0&sec=sec1&op=sti=%22%E7%B3%BE%E7%B4%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r9iQ4&o=e0&sec=sec1&op=sti=%22%E6%8E%92%E9%9B%A3%E8%A7%A3%E7%B4%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r9iQ4&o=e0&sec=sec1&op=sti=%22%E6%8D%A7%E8%85%B9%E5%A4%A7%E7%AC%9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r9iQ4&o=e0&sec=sec1&op=sti=%22%E6%8D%A7%E5%A0%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r5jQ5&o=e0&sec=sec1&op=sti=%22%E9%BC%93%E6%8E%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r5jQ5&o=e0&sec=sec1&op=sti=%22%E6%98%93%E5%A6%82%E5%8F%8D%E6%8E%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r5jQ5&o=e0&sec=sec1&op=sti=%22%E7%86%8A%E6%8E%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r5jQ5&o=e0&sec=sec1&op=sti=%22%E9%B4%A8%E6%8E%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r5jQ5&o=e0&sec=sec1&op=sti=%22%E6%8E%8C%E5%98%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r5jQ5&o=e0&sec=sec1&op=sti=%22%E6%8E%8C%E8%88%B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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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鋪】ㄆㄨ 部首：金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5 

釋義  [動]1. 陳設、布置。《禮記．樂記》：「鋪筵席，陳尊俎。」唐．張九齡〈餞王司馬入計同用洲字〉詩：「別筵
鋪柳岸，征棹倚蘆洲。」 
2. 攤開、展平。如：「鋪床」。唐．白居易〈與元九書〉：「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 
 [名]用來安裝門環的底盤，形狀像鈸。《文選．司馬相如．長門賦》：「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
唐．李賀〈惱公〉詩：「井檻淋清漆，門鋪綴白銅。」 
[形]排列的。《南史．卷三十四．顏延之傳》：「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副] 
普遍。《文選．班固．典引》：「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 ㄆㄨˋ 

字詞  【尋】ㄒㄩㄣˊ 部首：寸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1. 古代八尺稱為「一尋」。《詩經．魯頌．閟宮》：「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宋．文天祥〈正氣歌〉：「室
廣八尺，深可四尋。」 
2. 姓。如晉代有尋會。 
 [動]1. 找、探求。如：「找尋」。唐．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詩：「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2. 接續、繼續。《文選．向秀．思舊賦》：「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梁書．卷三三．劉孝綽傳》：
「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 
3. 攀爬、攀緣。《文選．張衡．西京賦》：「烏獲扛鼎，都盧尋橦。」 
4. 動用、使用。《左傳．昭公元年》：「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孔子家語．卷三．觀周》：「毫末不扎，將
尋斧柯。」 
5. 重溫、重申。《左傳．哀公十二年》：「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宋．王禹偁〈答黃宗旦書〉：「生復辱書惠
文，以尋前好。」 
 [副]1. 經常、時常。唐．杜甫〈江南逢李龜年〉詩：「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2. 不久、隨即。《樂府詩集．卷七三．雜曲歌辭十三．古辭．焦仲卿妻》：「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文
選．李密．陳情表》：「尋蒙國恩，除臣洗馬。」 
3. 普通、一般。唐．劉禹錫〈烏衣巷〉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唐．白居易〈新樂府．繚綾〉：
「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 ㄒㄧㄣˊ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r5jQ5&o=e0&sec=sec1&op=sti=%22%E9%8B%AA%E5%BA%8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r5jQ5&o=e0&sec=sec1&op=sno=%2201018%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r5jQ5&o=e0&sec=sec1&op=sti=%22%E6%89%BE%E5%B0%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r5jQ5&o=e0&sec=sec1&op=sno=%2207168%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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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椏】ㄧㄚ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分歧而出的樹枝。如：「枝椏」。唐．皮日休〈寂上人院聯句〉：「經笥安巖匼，琤嫕挂樹椏。」 

字詞  【簇】ㄘㄨˋ 部首：竹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7 

釋義  [動]聚攏。唐．黃滔〈江州夜宴獻陳員外〉詩：「多少歡娛簇眼前，潯陽江上夜開筵。」唐．韋莊〈謁金門．春雨
足〉詞：「雲淡水平煙樹簇，寸心千里目。」 
[名]1. 聚集成堆或成團的物體。如：「花團錦簇」。宋．楊萬里〈再和羅武岡欽若酴醿長句〉：「春風一夜吹滕
六，旋落旋銷不成簇。」 
2. 量詞。計算群集的人或物的單位。《水滸傳》第五回：「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了一簇紅霞。」《紅樓夢》
第五回：「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 
 [副]1. 很、全。《紅樓夢》第二八回：「我這裡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的，聊可表我一點
親熱之意。」《官場現形記》第一九回：「署院舉目一看，見他二人穿的都是簇新的袍褂。」 
2. 聚集、圍繞。如：「簇擁」、「簇捧」。 

字詞  【蕊】ㄖㄨㄟˇ 部首：艸 部首外筆畫數：12 總筆畫數：16 

釋義  [名]1. 植物的生殖器官。有雄蕊、雌蕊之分。 
2. 花苞、花。唐．杜甫〈花底〉詩：「紫萼扶千蕊，黃鬚照萬花。」唐．黃巢〈題菊花〉詩：「颯颯西風滿院栽，
蕊寒香冷蝶難來。」 

字詞  【隙】ㄒㄧˋ 部首：阜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4 

釋義  [名]1. 裂縫、孔穴。如：「孔隙」、「縫隙」。《商君書．修權》：「蠹眾而木折，隙大而牆壞。」 
2. 空暇、閒暇。如：「農隙」。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宋．蘇
軾〈教戰守策〉：「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 
3. 漏洞、機會。如：「乘隙而入」。唐．德宗〈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覷隙乘便，餌誘貪卒。」 
4. 仇怨。如：「嫌隙」。《史記．卷八二．田單傳》：「惠王立，與樂毅有隙。」南朝宋．鮑照〈代貧賤苦愁行〉：
「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 
 [形]1. 空著的。如：「隙地」。 
2. 不完整、不足。《孫子．謀攻》：「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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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r1gQ6&o=e0&sec=sec1&op=sti=%22%E7%B0%87%E6%8D%A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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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r1gQ6&o=e0&sec=sec1&op=sti=%22%E8%BE%B2%E9%9A%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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