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下第 13課 

1 

字詞  【巨】ㄐㄩˋ 部首：工 部首外筆畫數：2 總筆畫數：5 

釋義  [名]1. 量方正的器具。通「矩」。《說文解字．工部》：「巨，規巨也。」 
2. 姓。如漢代有巨覽。 
 [形]大。通「鉅」。如：「巨款」、「巨人」。唐．李白〈古風〉詩五九首之三三：「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
宋．蘇軾〈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 
[副]豈。通「詎」。《漢書．卷一．高帝紀上》：「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唐．顏師古．注：「巨，
讀曰詎。詎，猶豈也。」 

字詞  【趁】ㄔㄣˋ 部首：走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2 

釋義  [動]1. 追逐。《梁書．卷九．曹景宗傳》：「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獐鹿，每眾騎趁鹿，鹿馬相亂，景宗於眾中
射之。」《水滸傳》第四三回：「李逵見了，心裡越疑惑，趁著那血跡尋將去。」 
2. 找尋。《水滸傳》第七三回：「胡亂趁些晚飯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明．湯顯祖《南柯記》第十齣：「好
笑，好笑，沒煩惱趁煩惱。」 
3. 利用。如：「趁虛而入」。唐．白居易〈早發楚城驛〉詩：「月乘殘夜出，人趁早涼行。」宋．辛棄疾〈水調
歌頭．官事未易了〉詞：「君要花滿縣，桃李趁時栽。」 
4. 追隨、跟隨。唐．白居易〈初到洛下閒遊〉詩：「趁伴入朝應老醜，尋春放醉尚粗豪。」 
5. 趕、及時以赴。宋．陸游〈雜感〉詩一○首之七：「山人那信宦途艱，強著期衣趁曉班。」元．王實甫《西廂
記．第四本．第三折》：「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 

字詞  【溜】ㄌㄧㄡ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3 

釋義  [動]1. 私自離開或進入。如：「溜課」、「溜回家」。《紅樓夢》第九七回：「一面想著，已溜到裡間屋子門口，
偷偷兒的瞧。」 
2. 滑動、滑落。如：「溜冰」、「溜滑梯」。 
3. 鑽迎、賣弄、討好。《紅樓夢》第七一回：「你想想你那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 
4. 看、瞟。《紅樓夢》第二六回：「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 
5. 一種烹飪方法。用旺火沸油炒過或炸好食物，加糖或醋，勾芡後速炒成熟，汁液黏裹住食物。如：「醋溜白菜」。 
 [副]形容詞詞尾，表示程度深。如：「烏溜溜」、「酸溜溜」、「光溜溜」。 ㄌㄧㄡ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exw4G&o=e0&sec=sec1&op=sti=%22%E5%B7%A8%E6%AC%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exw4G&o=e0&sec=sec1&op=sti=%22%E5%B7%A8%E4%BA%B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e1x4H&o=e0&sec=sec1&op=sti=%22%E8%B6%81%E8%99%9B%E8%80%8C%E5%85%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EeJ.4I&o=e0&sec=sec1&op=sti=%22%E6%BA%9C%E5%86%B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EeJ.4I&o=e0&sec=sec1&op=sti=%22%E7%83%8F%E6%BA%9C%E6%BA%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EeJ.4I&o=e0&sec=sec1&op=sti=%22%E9%85%B8%E6%BA%9C%E6%BA%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EeJ.4I&o=e0&sec=sec1&op=sti=%22%E5%85%89%E6%BA%9C%E6%BA%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EeJ.4I&o=e0&sec=sec1&op=sno=%2203578%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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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漫】ㄇㄢˋ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4 

釋義  [動]1. 水滿而外溢。《新唐書．卷一七六．張籍傳》：「其流波漫。」 
2. 蒙、覆蓋。宋．洪邁《夷堅乙志．卷三．混沌燈》：「令其僕買大竹作燈毬，漫以黑紙，挂于几桉之側。」 
 [形]1. 遍布的、充滿的。如：「漫山遍野」、「漫天大霧」。 
2. 放縱不加拘束。如：「浪漫」、「散漫」、「漫不經心」。《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諸鎮入衛之兵，
嫌非統屬，漫無紀律。」 
3. 模糊不可辨認的樣子。宋．王安石〈遊褒禪山記〉：「有碑仆道，其文漫滅。」 
4. 長、遠。如：「漫漫長夜」。《文選．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還望顧舊鄉，長路漫浩浩。」 
 [副]1. 徒、空、枉。唐．杜甫〈有客〉詩：「漫勞車馬駐江干。」宋．陸游〈謝池春．壯歲從戎〉詞：「漫悲歌、
傷懷弔古。」 
2. 莫、不要。如：「漫說是他，就是你去也不成。」唐．張謂〈贈趙使君美人〉詩：「羅敷獨向東方去，漫學他
家作使君。」 
3. 隨便、胡亂。唐．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聊齋志異．卷二．
蓮香》：「生疑其妒，漫應之。」 ㄇㄢˊ 

字詞  【盼】ㄆㄢˋ 部首：目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9 

釋義  [形]眼睛黑白分明。《說文解字．目部》：「盼，白黑分也。」《詩經．衛風．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動]1. 看。如：「左顧右盼」、「目略微盼」。 
2. 希望。如：「盼望」、「苦盼」。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楔子》：「盼不到博陵舊塚，血淚灑杜鵑紅。」 
3. 眷顧。《宋書．卷四四．謝晦傳》：「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經戎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盼。」 

字詞  【綻】ㄓㄢˋ 部首：糸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4 

釋義  [動]1. 衣服脫線。如：「綻線」。《禮記．內則》：「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2. 破裂、裂開。如：「皮開肉綻」。唐．杜牧〈感懷〉詩：「茅茨覆宮殿，封章綻帷帳。」 
3. 花蕾吐放。如：「綻放」。唐．杜甫〈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一○首之五：「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 
 [形]飽滿。如：「飽綻」。清．方薰〈山靜居畫論下〉：「鉤葉點心，須要精神圓綻，便有活致。」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AeN_4J&o=e0&sec=sec1&op=sti=%22%E6%BC%AB%E5%B1%B1%E9%81%8D%E9%87%8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AeN_4J&o=e0&sec=sec1&op=sti=%22%E6%B5%AA%E6%BC%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AeN_4J&o=e0&sec=sec1&op=sti=%22%E6%95%A3%E6%BC%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AeN_4J&o=e0&sec=sec1&op=sti=%22%E6%BC%AB%E4%B8%8D%E7%B6%93%E5%BF%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AeN_4J&o=e0&sec=sec1&op=sno=%2201220%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MeB84K&o=e0&sec=sec1&op=sti=%22%E5%B7%A6%E9%A1%A7%E5%8F%B3%E7%9B%B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MeB84K&o=e0&sec=sec1&op=sti=%22%E7%9B%BC%E6%9C%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IeF9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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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F94L&o=e0&sec=sec1&op=sti=%22%E7%B6%BB%E6%94%B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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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洞】ㄉㄨㄥˋ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9 

釋義  [名]1. 深穴。如：「壁洞」、「山洞」。 

2. 穿破的孔。如：「衣服破了一個洞。」 

3. 口語中用來代替數目字的「零」。如：「洞洞拐」。 

 [動]深察。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宗經》：「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 

[副]透澈、明白。如：「洞悉」、「洞察」。 ㄊㄨㄥˊ  

字詞  【恍】ㄏㄨㄤˇ 部首：心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9 

釋義  [形]參見「恍惚 1. 隱約模糊，不可辨認。《韓非子．忠孝》：「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也作「恍

忽」2. 神志模糊不清。《儒林外史》第五回：「新年不出門拜節，在家哽哽咽咽，不時哭泣，精神顛倒，恍惚不

寧。」也作「恍忽」。3. 彷彿、好像。如：「滿天的星斗，恍惚鑽石般，閃爍著光芒。」」條。 

[副]1. 彷彿、好像。如：「恍如隔世」。宋．蘇軾〈滿江紅．清潁東流〉詞：「相看恍如昨，許多年月。」《紅

樓夢》第三回：「這個人打扮與眾姑娘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 

2. 突然、猛然。如：「恍然大悟」。《醒世恆言．卷四．灌園叟晚逢仙女》：「秋公聽說，心下恍悟道：『恁般

說，莫不這位小娘子是神仙下降？』」 

字詞  【悟】ㄨˋ 部首：心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0 

釋義  [動]1. 明白、覺醒。如：「覺悟」、「執迷不悟」、「恍然大悟」。《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三主惑而

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2. 啟發他人使其覺悟。漢．崔駰〈達旨〉：「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宋史．卷四三三．儒林傳

三．楊萬里傳》：「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 

 [名]姓。如漢代有悟明極。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ftn4R&o=e0&sec=sec1&op=sti=%22%E5%B1%B1%E6%B4%9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ftn4R&o=e0&sec=sec1&op=sti=%22%E6%B4%9E%E6%82%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ftn4R&o=e0&sec=sec1&op=sti=%22%E6%B4%9E%E5%AF%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ftn4R&o=e0&sec=sec1&op=sno=%2202885%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ftn4R&o=e0&sec=sec1&op=sti=%22%E6%81%8D%E6%83%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clV4j&o=e0&sec=sec1&op=sti=%22%E6%81%8D%E5%BF%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clV4j&o=e0&sec=sec1&op=sti=%22%E6%81%8D%E5%BF%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clV4j&o=e0&sec=sec1&op=sti=%22%E6%81%8D%E5%BF%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ftn4R&o=e0&sec=sec1&op=sti=%22%E6%81%8D%E5%A6%82%E9%9A%94%E4%B8%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ftn4R&o=e0&sec=sec1&op=sti=%22%E6%81%8D%E7%84%B6%E5%A4%A7%E6%82%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fhk4S&o=e0&sec=sec1&op=sti=%22%E8%A6%BA%E6%82%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fhk4S&o=e0&sec=sec1&op=sti=%22%E5%9F%B7%E8%BF%B7%E4%B8%8D%E6%82%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fhk4S&o=e0&sec=sec1&op=sti=%22%E6%81%8D%E7%84%B6%E5%A4%A7%E6%82%9F%22.


三下第 13課 

4 

字詞  【愚】ㄩˊ 部首：心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3 

釋義  [形]1. 笨傻、不聰明。如：「愚笨」、「愚昧無知」。《論語．為政》：「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唐．白居易〈新樂府．澗底松〉：「高者未必賢，下者未必愚。」 

2. 與自身有關的。如：「愚見」、「愚兄」。《戰國策．秦策五》：「臣效愚計，大王不用。」 

 [動]欺騙、蒙騙。《孫子．九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文選．賈誼．過秦論》：「於是廢先王

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代]自稱的謙詞。《文選．諸葛亮．出師表》：「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唐．劉得

仁〈賀顧非熊及第其年內索文章〉詩：「愚為童稚時，已解念君詩。」 

字詞  【笨】ㄅㄣˋ 部首：竹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1 

釋義  [形]1. 理解能力或記憶能力不佳。如：「笨蛋」、「愚笨」、「短短的一首詩都背不熟，真笨！」 

2. 不靈巧、不靈活。如：「笨手笨腳」。《兒女英雄傳》第一三回：「我的嘴笨，也說不上個甚麼來。」 

3. 龐大沉重。《清史稿．卷一四九．交通志一》：「有鐵路，則機器可入，笨貨可出。」《兒女英雄傳》第一三

回：「有粗笨活，只管交給我。」 

字詞  【拆】ㄔㄞ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8 

釋義  [動]1. 分開、打開。如：「拆信」、「拆卸機器」。唐．韓愈〈寄皇甫湜〉詩：「拆書放床頭，涕與淚垂四。」 

2. 裂開。元．無名氏《陳州糶米》第四折：「紫金鎚依然還在，也將來敲他腦袋。登時間肉拆血灑。」 

（讀音）ㄔㄜˋ 

字詞  【耍】ㄕㄨㄚˇ 部首：而 部首外筆畫數：3 總筆畫數：9 

釋義  [動]1. 遊戲、玩樂。如：「玩耍」、「戲耍」。《西遊記》第一回：「一群猴子耍了一會，卻去那山澗中洗澡。」 

2. 玩弄、賣弄。如：「耍花樣」、「耍大刀」、「耍嘴皮」。 

3. 展現（含貶義）。如：「耍威風」、「耍大牌」、「耍脾氣」。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fll4T&o=e0&sec=sec1&op=sti=%22%E6%84%9A%E7%AC%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fll4T&o=e0&sec=sec1&op=sti=%22%E6%84%9A%E6%98%A7%E7%84%A1%E7%9F%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fll4T&o=e0&sec=sec1&op=sti=%22%E6%84%9A%E8%A6%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fll4T&o=e0&sec=sec1&op=sti=%22%E7%AC%A8%E8%9B%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fll4T&o=e0&sec=sec1&op=sti=%22%E6%84%9A%E7%AC%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fll4T&o=e0&sec=sec1&op=sti=%22%E7%AC%A8%E6%89%8B%E7%AC%A8%E8%85%B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fll4T&o=e0&sec=sec1&op=sno=%220826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ofll4T&o=e0&sec=sec1&op=sno=%220826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wf9j4V&o=e0&sec=sec1&op=sti=%22%E7%8E%A9%E8%80%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wf9j4V&o=e0&sec=sec1&op=sti=%22%E6%88%B2%E8%80%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wf9j4V&o=e0&sec=sec1&op=sti=%22%E8%80%8D%E8%8A%B1%E6%A8%A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wf9j4V&o=e0&sec=sec1&op=sti=%22%E8%80%8D%E5%98%B4%E7%9A%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wf9j4V&o=e0&sec=sec1&op=sti=%22%E8%80%8D%E5%A8%81%E9%A2%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wf9j4V&o=e0&sec=sec1&op=sti=%22%E8%80%8D%E8%84%BE%E6%B0%A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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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極】ㄐㄧˊ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1. 君位。南朝宋．鮑照〈河清頌．序〉：「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有四載。」 

2. 盡頭、最高境界。如：「登峰造極」。《詩經．唐風．鴇羽》：「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南朝梁．劉勰《文

心雕龍．頌讚》：「四始之至，頌居其極。」 

3. 地球的南北兩端。如：「南極」、「北極」。《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 

4. 電池的兩端，生負電者稱為「陰極」，生正電者稱為「陽極」。如：「電極」。 

 [動]窮盡、達到最高點。《詩經．大雅．崧高》：「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聊齋志異．卷一一．王者》：「汝

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 

[副]1. 程度最高、最大的。《史記．卷一二四．游俠傳．郭解傳》：「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 

2. 很、甚。前接形容詞、副詞，後面常加「了」。如：「妙極了」、「美極了」。 

字詞  【擁】ㄩㄥˇ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13 總筆畫數：16 

釋義  [動]1. 抱。如：「左擁右抱」。《儀禮．公食大夫禮》：「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唐．駱賓王〈夏日夜憶張

二〉詩：「伏枕憂思深，擁膝獨長吟。」 

2. 持、拿。《孔子家語．卷二．致思》：「擁鐮帶素，哭者不哀。」 

3. 圍著。唐．呂溫〈吐蕃別館和周十一郎中楊七錄事望白水山作〉詩：「玉障擁清氣，蓮峰開白花。」《紅樓夢》

第四九回：「我已經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咱們大家擁爐作詩。」 

4. 聚集。《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唐．岑參〈奉和中書舍人賈至早朝大明宮〉詩：「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杖擁千官。」 

5. 護衛。《南史．卷一．宋武帝本紀》：「孟昶、諸葛長人懼，欲擁天子過江。」明．湯顯祖《牡丹亭》第四三

齣：「日日風吹虜騎塵，三千犀甲擁朱輪。」 

6. 占有、據有。《文選．賈誼．過秦論》：「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唐．王勃〈上劉右相書〉：「於

是遭不諱之主，擁非常之位。」 

7. 阻塞。通「壅」。《史記．卷一一五．朝鮮傳》：「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唐．韓愈〈左

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又音）ㄩㄥ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7%99%BB%E5%B3%B0%E9%80%A0%E6%A5%B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5%8D%97%E6%A5%B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5%8C%97%E6%A5%B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9%9B%BB%E6%A5%B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5%B7%A6%E6%93%81%E5%8F%B3%E6%8A%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no=%22118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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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顯】ㄒㄧㄢˇ 部首：頁 部首外筆畫數：14 總筆畫數：23 

釋義  [動]1. 表露、表現。如：「顯現」、「大顯身手」。《詩經．大雅．大明》：「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2. 榮耀、光耀。如：「顯揚」。《孝經．開宗明義章》：「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形]1. 昭著、明白、清楚。如：「明顯」、「顯而易見」。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檄移》：「陸機之移百官，

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 

2. 有名望、有地位的。如：「顯貴」、「顯要」。《孟子．離婁下》：「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

者來。」 

3. 尊稱已故的直系親人。如：「顯考」、「顯妣」。 

 [名]姓。如周代有顯甫。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9%A1%AF%E7%8F%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5%A4%A7%E9%A1%AF%E8%BA%AB%E6%89%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9%A1%AF%E6%8F%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6%98%8E%E9%A1%A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9%A1%AF%E8%80%8C%E6%98%93%E8%A6%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9%A1%AF%E8%B2%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9%A1%AF%E8%A6%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9%A1%AF%E8%80%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fxg4W&o=e0&sec=sec1&op=sti=%22%E9%A1%AF%E5%A6%A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