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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蟬】ㄔㄢˊ 部首：虫 部首外筆畫數：12 總筆畫數：18 

釋義  [名]1. 動物名。同翅目蟬科。四翅薄而透明，雄蟬腹胸交界處有發聲器，收縮振動得以產生鳴聲，雌蟬則無鳴叫

能力。幼蟲於地下挖洞穴居，以吸食植物根部的汁液為生。待幼蟲成熟，則爬上樹幹羽化。也稱為「知了」。 

2. 蟬形的裝飾品。《續漢書志．第三○．輿服志下》：「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唐．李賀〈夜來樂〉

詩：「新客下馬故客去，綠蟬秀黛重拂梳。」 

 [副]繼續不斷。如：「蟬聯冠軍」。 

字詞  【碌】ㄌㄨˋ 部首：石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3 

釋義  [形]1. 小石眾多的樣子。《廣韻．入聲．屋韻》：「碌，多石貌。」 

2. 繁忙。如：「忙碌」、「勞碌」。《西遊記》第二二回：「這一向在途中奔碌，未及致謝。」 

 [副]參見「碌碌-1.平庸的樣子。2. 忙碌、奔波。3. 擬聲詞。4. 形容玉石的色彩美麗。5. 才氣洋溢。」條。 

字詞  【鋸】ㄐㄩˋ 部首：金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6 

釋義  [名]1. 薄鋼片製成，邊緣有尖齒，用來截斷木材或鋼鐵等的工具。如：「電鋸」、「手鋸」、「鋸子」。 

2. 一種古代用來截斷肢體的刑具。《國語．魯語上》：「中刑用刀鋸。」三國吳．韋昭．注：「割劓用刀，斷截

用鋸。」 

 [動]截斷。漢．桓寬《鹽鐵論．除狹》：「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後漢書．卷一八．臧宮傳》：「宮夜

使鋸斷城門限。」 ㄐㄩ jū 

字詞  【睜】ㄓㄥ 部首：目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3 

釋義  [動]張開眼睛。如：「睜眼說瞎話」。《兒女英雄傳》第六回：「安公子甦醒過來，一睜眼，見自己依然綁在柱上。」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POn9h&o=e0&sec=sec1&op=sti=%22%E7%9F%A5%E4%BA%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POn9h&o=e0&sec=sec1&op=sti=%22%E5%BF%99%E7%A2%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POn9h&o=e0&sec=sec1&op=sti=%22%E5%8B%9E%E7%A2%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POn9h&o=e0&sec=sec1&op=sti=%22%E7%A2%8C%E7%A2%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PGl9j&o=e0&sec=sec1&op=sti=%22%E9%9B%BB%E9%8B%B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PGl9j&o=e0&sec=sec1&op=sti=%22%E9%8B%B8%E5%AD%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PGl9j&o=e0&sec=sec1&op=sno=%2205988%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PGl9j&o=e0&sec=sec1&op=sti=%22%E7%9D%9C%E7%9C%BC%E8%AA%AA%E7%9E%8E%E8%A9%B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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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誤】ㄨˋ 部首：言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4 

釋義  [名]差錯。《三國志．卷五四．吳書．周瑜傳》：「曲有誤，周郎顧。」 

[動]1. 妨害、耽擱。唐．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紈褲不餓死，儒冠多誤身。」《老殘遊記》第一九

回：「但是我這銀子，三日內有個要緊用處，你可別誤了我的事！」 

2. 迷惑。《荀子．正論》：「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新

唐書．卷一五二．李絳傳》：「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 

3. 錯過。如：「誤時」、「火車誤點」。 

字詞  【蜂】ㄈㄥ 部首：虫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昆蟲綱膜翅目蜂類的泛稱。共含六科，約一萬二千多種。體長約一至三公分，會飛，多有毒刺，能蜇人，常群

居一起。較常見的有蜜蜂、黃蜂等。 

字詞  【唧】ㄐㄧˊ 部首：口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0 

釋義  參見「唧唧-擬聲詞：(1) 形容機杼聲或嘆息聲。南朝梁．無名氏〈木蘭詩〉二首之一：「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

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2) 形容嘆息聲。唐．白居易〈琵琶行〉：「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3) 

形容蟲鳴聲。唐．王維〈青雀歌〉：「猶勝黃雀爭上下，唧唧空倉復若何。」唐．李郢〈宿杭州虛白堂〉詩：「秋月

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4) 形容鳥鳴聲。唐．劉禹錫〈鶗鴂吟〉：「如何上春日，唧唧滿庭飛。」(5) 形

容哭泣聲。宋．蘇軾〈岐亭〉詩五首之一：「醒時夜向闌，唧唧銅缾泣。」」、「唧嘖-擬聲詞。形容蟲鳴聲。」等

條。ㄐㄧ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PGl9j&o=e0&sec=sec1&op=sti=%22%E8%AA%A4%E6%99%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Pai9k&o=e0&sec=sec1&op=sti=%22%E5%94%A7%E5%94%A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Pai9k&o=e0&sec=sec1&op=sti=%22%E5%94%A7%E5%98%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Pai9k&o=e0&sec=sec1&op=sno=%2205314%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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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費】ㄈㄟˋ 部首：貝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2 

釋義  [動]1. 花用錢財。如：「花費」、「縻費」。 

2. 花用、消耗。如：「費力」、「費心」、「費勁」。《三國演義》第一七回：「曹兵十七萬，日費糧食浩大。」 

3. 應用廣泛。《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 

 [形]言詞煩瑣。《禮記．緇衣》：「口費而煩。」 

[名]1. 財用、款項。如：「旅費」、「經費」、「公費」。 

2. 地名。春秋魯邑。在今大陸地區山東省魚臺縣西南。 

3. 姓。如春秋時有費無極，漢有費長房。ㄅㄧˋ  

字詞  【齒】ㄔˇ 部首：齒 部首外筆畫數：0 總筆畫數：15 

釋義  [名]1. 人和動物嘴裡咀嚼的器官。如：「乳齒」、「恆齒」、「齒牙動搖」。 

2. 排列像牙齒的東西。如：「鋸齒」。 

3. 年齡。如：「齒德俱增」。《左傳．文公元年》：「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晉．

杜預．注：「齒，年也。」 

4. 二一四部首之一。 

 [動]1. 並列。《左傳．隱公十一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晉．杜預．注：「齒，列也。」 

2. 說、談。如：「齒及」。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簡傲》：「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

不足齒，人傖耳。」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ti=%22%E8%8A%B1%E8%B2%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ti=%22%E8%B2%BB%E5%8A%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ti=%22%E8%B2%BB%E5%BF%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ti=%22%E8%B2%BB%E5%8B%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ti=%22%E6%97%85%E8%B2%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ti=%22%E7%B6%93%E8%B2%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ti=%22%E5%85%AC%E8%B2%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no=%2200360%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ti=%22%E4%B9%B3%E9%BD%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ti=%22%E6%81%86%E9%BD%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ti=%22%E9%8B%B8%E9%BD%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ti=%22%E9%BD%92%E5%BE%B7%E4%BF%B1%E5%A2%9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Pej9l&o=e0&sec=sec1&op=sti=%22%E9%BD%92%E5%8F%8A%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