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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準】ㄓㄨㄣ
ˇ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3 

釋義  [形]1. 平。《說文解字．水部》：「準，平也。」清．段玉裁．注：「謂水之平也。天下莫平於水。」 
2. 將來的、即將成為的。如：「準新娘」、「準女婿」、「準博士」。 
3. 可作為法則的。如：「準則」。 
 [副]1. 正確、精確。如：「瞄準目標」、「猜得準」。 
2. 一定、肯定。如：「到時他準會來的！」 
 [動]1. 取法、仿效。《文選．左思．詠史詩八首之一》：「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新唐書．卷八五．竇建德傳》：「始
都樂壽，號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事。」 
2. 預備。如：「準備」。 
3. 測量、衡量。《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 
4. 依照、比照。多用於文書中。如：「準用」。也作「准」。 
 [名]1. 古代測量水平的器具。《漢書．卷二一．律曆志上》：「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 
2. 法度、法則。如：「標準」。《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 
3. 箭靶、射的。如：「準的」。 
4. 鼻子。《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五．灤陽消夏錄五》：「所蓄犬，
忽人立怒號，兩爪抱持齧婦面，裂其鼻準，併盲其一目。」 

字詞  【備】ㄅㄟˋ 部首：人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2 

釋義  [動]事先安排好，有所預防。如：「準備」、「預備」。《書經．說命》中：「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形]完備、齊全。《史記．卷七七．魏公子傳》：「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 
[副]盡、皆，完全的意思。《禮記．月令》：「乃命冢宰，農事備收。」 
[名]設施。如：「裝備」、「配備」。 

字詞  【漆】ㄑㄧ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4 

釋義  [名]1. 河川名。源出大陸地區陝西省同官縣東北大神山，注入渭水。 
2. 植物名。參見「漆樹」條。 
3. 用漆樹汁或其他樹脂所製成的塗料。如：「油漆」、「水泥漆」。 
4. 姓。如元代有漆希范，明代有漆文昌。 
 [動]用漆塗在器物上。《禮記．檀弓上》：「君即位而為椑，歲壹漆之，藏焉。」 
[形]黑色的。如：「漆黑」。《周禮．春官．巾車》：「漆車。」漢．鄭玄．注：「漆車，黑車也。」ㄑㄩ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yXBT2&o=e0&sec=sec1&op=sti=%22%E6%BA%96%E5%89%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yXBT2&o=e0&sec=sec1&op=sti=%22%E6%BA%96%E5%82%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yXBT2&o=e0&sec=sec1&op=sti=%22%E5%87%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yXBT2&o=e0&sec=sec1&op=sti=%22%E6%A8%99%E6%BA%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yXBT2&o=e0&sec=sec1&op=sti=%22%E6%BA%96%E7%9A%8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yXBT2&o=e0&sec=sec1&op=sti=%22%E6%BA%96%E5%82%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yXBT2&o=e0&sec=sec1&op=sti=%22%E9%A0%90%E5%82%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yXBT2&o=e0&sec=sec1&op=sti=%22%E8%A3%9D%E5%82%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yXBT2&o=e0&sec=sec1&op=sti=%22%E9%85%8D%E5%82%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yTAT3&o=e0&sec=sec1&op=sti=%22%E6%BC%86%E6%A8%B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yTAT3&o=e0&sec=sec1&op=sti=%22%E6%B2%B9%E6%BC%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yTAT3&o=e0&sec=sec1&op=sti=%22%E6%B0%B4%E6%B3%A5%E6%BC%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yTAT3&o=e0&sec=sec1&op=sti=%22%E6%BC%86%E9%BB%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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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抖】ㄉㄡˇ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7 

釋義  [動]1. 顫動。如：「發抖」、「顫抖」。《兒女英雄傳．第一三回》：「把個管獄的典史，登時嚇得渾身亂抖。」 
2. 振動。如：「抖落一身的灰塵。」《兒女英雄傳．第四回》：「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把手上、身上的土，拍了拍抖了抖。」 
3. 振奮、鼓起。參見「抖擻」條。 
4. 俗稱得志、得意為「抖」。多含諷刺的意味。如：「靠著逢迎拍馬的技倆，沒幾年他便抖起來了。」《紅樓夢．第六○回》：「你
老把威風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禮。」 
5. 揭穿。如：「事情抖開了，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字詞  【凌】ㄌㄧㄥˊ 部首：冫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0 

釋義  [名]1. 積冰。《文選．張衡．思玄賦》：「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唐．李善．注：「凌，冰也。」 
2. 姓。如唐代有凌準。 
 [動]1. 登、升。唐．李白〈書情題蔡舍人雄〉詩：「凌山採芳蓀，愧無橫草功。」 
2. 駕、乘。《文選．張衡．思玄賦》：「凌驚雷之砊礚兮，弄狂電之淫裔。」唐．李善．注：「凌，乘也。」宋．蘇軾〈赤壁賦〉：
「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3. 踰越、超過。通「陵」。《呂氏春秋．仲秋紀．論威》：「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北齊．顏之推〈古意〉
詩二首之一：「作賦凌屈原，讀書誇左史。」 
4. 逼近、壓倒。《文選．曹植．白馬篇》：「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 
5. 欺侮、侵犯。《楚辭．屈原．九歌．國殤》：「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漢．王逸．注：「凌，犯也。」唐．柳宗元
〈駁復仇議〉：「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 

字詞  【幽】ㄧㄡ 部首：幺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9 

釋義  [形]1. 隱微的。《史記．卷二四．樂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 
2. 深遠的。如：「幽遠」。《詩經．小雅．伐木》：「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唐．韓偓〈春悶〉詩：「相思不相信，幽恨更誰知。」 
3. 僻靜的。如：「幽靜」。《文選．張華．情詩二首之一》：「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 
4. 清新、雅致的。如：「幽雅」、「清幽」。《老殘遊記．第八回》：「上去有塊平地，都是栽的花木，映著月色，異常幽秀。」 
5. 昏暗不明的。如：「幽暗」。《商君書．禁使》：「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西遊記．第六七回》：「黑雲漠漠
遮星漢，燈火無光遍地幽。」 
6. 退隱的。如：「幽居」。晉．陶淵明〈命子詩〉：「鳳隱于林，幽人在丘。」 
 [動]囚禁。如：「幽禁」。《荀子．王霸》：「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 
[名]1. 鬼神。《北史．卷二五．尉元傳》：「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唐．韓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炎風日搜攪，幽怪多
冗長。」 
2. 參見「幽冥」條。暗眛。《文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
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佛教指地獄及餓鬼道而言。也稱為「冥土」。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yTAT3&o=e0&sec=sec1&op=sti=%22%E7%99%BC%E6%8A%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yTAT3&o=e0&sec=sec1&op=sti=%22%E9%A1%AB%E6%8A%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_yTAT3&o=e0&sec=sec1&op=sti=%22%E6%8A%96%E6%93%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yvPT4&o=e0&sec=sec1&op=sti=%22%E5%B9%BD%E9%81%A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yvPT4&o=e0&sec=sec1&op=sti=%22%E5%B9%BD%E9%9D%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yvPT4&o=e0&sec=sec1&op=sti=%22%E5%B9%BD%E9%9B%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yvPT4&o=e0&sec=sec1&op=sti=%22%E6%B8%85%E5%B9%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yvPT4&o=e0&sec=sec1&op=sti=%22%E5%B9%BD%E6%9A%9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yvPT4&o=e0&sec=sec1&op=sti=%22%E5%B9%BD%E5%B1%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yvPT4&o=e0&sec=sec1&op=sti=%22%E5%B9%BD%E7%A6%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yvPT4&o=e0&sec=sec1&op=sti=%22%E5%B9%BD%E5%86%A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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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晃】ㄏㄨㄤˋ 部首：日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10 

釋義  [動]搖擺、搖動。如：「搖晃」、「搖頭晃腦」。 ㄏㄨㄤˇ huǎng 

字詞  【擠】ㄐㄧˇ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14 總筆畫數：17 

釋義  [動]1. 聚集、緊密的靠攏在一起。如：「擠車」、「事情都擠在一塊了。」《紅樓夢．第四三回》：「老的、少的、上的、下的，
烏壓壓擠了一屋子。」 
2. 在擁擠的環境中，用力穿插而過。如：「人這麼多，好不容易才擠進來。」 
3. 用力壓榨。如：「擠牛奶」、「擠牙膏」。 
 [形]空間小而所裝內容密度極高。如：「擁擠」、「這車子真擠！」 

字詞  【離】ㄌㄧˊ 部首：隹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9 

釋義  [動]1. 分別、分開。如：「離群索居」。《呂氏春秋．仲夏紀．大客》：「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唐．
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 買茶去。」 
2. 距、相隔。如：「我家離火車站很近。」《三國演義．第一六回》：「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 
3. 背叛。如：「背離」、「乖離」、「離經叛道」。《左傳．隱公四年》：「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 
4. 遭受、觸犯。《韓非子．五蠹》：「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史記．卷三五．管蔡世家》：「必去曹，無離曹禍。」 
5. 缺少。如：「做蛋糕，離不了麵粉與蛋。」 
 [名]1. 《易經》卦名：(1) 八卦之一。卦形為☲。其象為火、日、電。(2) 六十四卦之一。離（☲）下離（☲）上。象以陰柔之
質而得中正之義。 
2. 姓。如五胡十六國時後燕有離班。 

字詞  【漸】ㄐㄧㄢˋ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4 

釋義  [副]慢慢的、逐步的。如：「漸入佳境」、「循序漸進」。 
[名]事情逐步發展的過程。《管子．明法》：「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水滸
傳．第一一○回》：「卻說這江南方臘起義已久，即漸而成，不想弄到許大事業。」 
ㄐㄧㄢ jiān 

字詞  【橘】ㄐㄩˊ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12 總筆畫數：16 

釋義  [名]植物名芸香科柑屬，小喬木或灌木。枝纖細有刺。葉狹長而尖，葉柄與葉片間有關節。花白色五瓣。秋天
結果實，也稱為「橘」，形小而扁圓，果皮為紅黃色，果肉多汁，味甘酸可食。果皮、種子、葉片等均可入藥。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yvPT4&o=e0&sec=sec1&op=sti=%22%E6%90%96%E6%99%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yvPT4&o=e0&sec=sec1&op=sti=%22%E6%90%96%E9%A0%AD%E6%99%83%E8%85%A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yvPT4&o=e0&sec=sec1&op=sno=%2205248%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yvPT4&o=e0&sec=sec1&op=sti=%22%E6%93%81%E6%93%A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yrOT5&o=e0&sec=sec1&op=sti=%22%E9%9B%A2%E7%BE%A4%E7%B4%A2%E5%B1%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yrOT5&o=e0&sec=sec1&op=sti=%22%E8%83%8C%E9%9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yrOT5&o=e0&sec=sec1&op=sti=%22%E4%B9%96%E9%9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yrOT5&o=e0&sec=sec1&op=sti=%22%E9%9B%A2%E7%B6%93%E5%8F%9B%E9%81%9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yrOT5&o=e0&sec=sec1&op=sti=%22%E6%BC%B8%E5%85%A5%E4%BD%B3%E5%A2%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yrOT5&o=e0&sec=sec1&op=sti=%22%E5%BE%AA%E5%BA%8F%E6%BC%B8%E9%80%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yrOT5&o=e0&sec=sec1&op=sno=%2205759%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yrOT5&o=e0&sec=sec1&op=sno=%2205759%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yrOT5&o=e0&sec=sec1&op=sti=%22%E6%A9%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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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耀】ㄧㄠˋ 部首：羽 部首外筆畫數：14 總筆畫數：20 

釋義  [名]1. 光輝、光彩。《後漢書．卷三○下．郎顗傳》：「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漢．王充《論衡．雷虛》：「當
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 
2. 比喻榮譽。如：「榮耀」。 
 [動]1. 照射。如：「照耀」、「耀眼」。《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阻深闇味，得耀乎光明。」 
2. 自誇。如：「炫耀」、「誇耀」、「耀武揚威」。 
3. 顯揚。如：「光宗耀祖」。《國語．周語上》：「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觀兵。』」（又音）ㄩㄝˋ yuè 

字詞  【嘆】ㄊㄢˋ 部首：口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4 

釋義  [動]1. 呼出長氣，以發抒心中的憂悶感傷。如：「哀嘆」、「感嘆」、「仰天長嘆」、「嘆息」。《詩經．王風．中谷有蓷》：
「有女仳離，嘅其嘆矣！ 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2. 稱讚。通「歎」。如：「嘆為觀止」。《浮生六記．卷五．中山紀歷》：「慶雲見於西方，……觀者莫不嘆為奇瑞。」 

字詞  【捨】ㄕㄜˇ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1 

釋義  [動]1. 放下、放棄。如：「割捨」、「捨棄」、「捨近求遠」、「依依不捨」。 
2. 布施、給予。如：「施捨」、「捨財」、「捨藥」。《兒女英雄傳．第三八回》：「又有捨了一吊香錢，抱個紙元寶去，說是借
財氣的。」 
3. 離開。唐．韓愈〈祭十二郎文〉：「故捨汝而旅食京師。」 

字詞  【窮】ㄑㄩㄥˊ 部首：穴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5 

釋義  [形]1. 終極、盡頭。如：「趣味無窮」、「理屈詞窮」、「層出不窮」。《北史．卷五十五．杜弼傳》：「燭盡則光窮，人死
則神滅。」 
2. 極、極端。如：「窮凶極惡」、「窮奢極侈」。《宋史．卷三一三．文彥博傳》：「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
樂善，如恐不及。」 
3. 貧乏、貧困。如：「貧窮」、「窮漢」、「窮酸」。《荀子．大略》：「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4. 困阨、不顯達。《論語．衛靈公》：「君子亦有窮乎？」《孟子．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5. 荒僻、偏遠。如：「深山窮谷」、「窮鄉僻壤」。宋．陸游〈夜讀兵書〉詩：「孤燈耿霜夕，窮山讀兵書。」 
 [名]貧困。如：「一窮二白」。《論語．衛靈公》：「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動]詳細追究。《易經．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晉．陶淵明〈桃花源記〉：「復前行，欲窮其林。」 
[副]澈底。如：「窮究」、「窮追不捨」。南朝梁．任昉〈彈奏曹景宗〉：「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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