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上第 4課 

1 

字詞  【偕】（又音）ㄐㄧㄝ    ㄒㄧㄝˊ 部首：人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1 

釋義  [副]1. 共同、一起。如：「偕行」、「偕入」。《詩經．邶風．擊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孟子．梁惠

王上》：「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2. 皆、全部。宋．范仲淹〈岳陽樓記〉：「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動]1. 劃一、使整齊。《管子．幼官》：「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 

2. 比、並。唐．柳宗元〈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序〉：「受學之眾，他莫能偕也。」《太平廣記．卷五三．金可記》：

「精勤為事，人不可偕也。」 

（又音）ㄐㄧㄝ   ㄒㄧㄝˊ 

字詞  【奉】 ㄈㄥˋ部首：大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8 

釋義  [動]1. 拱捧。《左傳．成公二年》：「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韓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

奉而獻之厲王。」 

2. 進獻。如：「奉獻」。《周禮．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3. 敬受。如：「奉命」、「奉諭」。 

4. 推崇、擁戴。如：「奉為圭臬」。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賢媛》：「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 

5. 信仰、遵循。如：「信奉」。《左傳．哀公六年》：「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 

6. 討好、巴結。如：「奉承」。宋．無名氏《梅妃傳》：「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儒林外史．第一○回》：

「晚生只是個直言，並不肯阿諛趨奉。」 

7. 供養、侍候。如：「奉養」、「侍奉」、「奉親」。 

8. 祭祀。如：「供奉」。《北史．卷二○．穆崇傳》：「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唐．高郢〈再上諫

造章敬寺書〉：「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 

 [名]1. 官員的薪資。同「俸」。《漢書．卷八．宣帝紀》：「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 

2. 姓。如漢代有奉揮。 

 [副]自己的言行與他人有關時的敬詞。如：「奉勸」、「奉陪」、「奉送啟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5%81%95%E8%A1%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5%A5%89%E7%8D%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5%A5%89%E5%91%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5%A5%89%E7%82%BA%E5%9C%AD%E8%87%A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4%BF%A1%E5%A5%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5%A5%89%E6%89%B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5%A5%89%E9%A4%8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4%BE%8D%E5%A5%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4%BE%9B%E5%A5%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5%A5%89%E5%8B%B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5%A5%89%E9%99%A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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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獻】ㄒㄧㄢˋ 部首：犬 部首外筆畫數：16 總筆畫數：20 

釋義  [動]1. 奉上、進奉。如：「貢獻」、「呈獻」、「捐獻」、「犧牲奉獻」。唐．杜甫〈病橘〉詩：「憶昔南海使，
奔騰獻荔枝。」 
2. 表演。如：「獻技」、「獻藝」。 
3. 故意顯露、表現。如：「獻媚」、「獻寶」、「獻殷勤」。 
 [名]賢人、有才德的人。《書經．益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唐．韓愈〈處州孔子廟碑〉：「乃新斯宮，
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誡用勸。」 

字詞  【醫】ㄧ 部首：酉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8 

釋義  [名]1. 治療疾病的人。如：「牙醫」、「獸醫」、「名醫」。 
2. 醫術、醫學。如：「學醫」、「中醫」、「西醫」。《史記．卷一○三．萬石君傳》：「郎中令周文者，名仁，
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 
 [動]治療。如：「醫治」、「醫療」。唐．聶夷中〈詠田家〉詩：「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 
[形]有關醫療方面的。如：「醫術」、「醫德」、「醫界」。 

字詞  【育】ㄩˋ 部首：肉 部首外筆畫數：3 總筆畫數：7 

釋義  [動]1. 生育。如：「生兒育女」。《易經．漸卦．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後漢書．卷四四．張禹傳》：
「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 
2. 成長。《呂氏春秋．開春論．察賢》：「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文選．潘岳．
秋興賦》：「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 
3. 撫養、培養。如：「養育」、「教育」、「育幼院」。《易經．蒙卦．彖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詩經．小雅．蓼莪》：「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名]姓。如上古時代有育唐。 

字詞  【療】ㄌㄧㄠˊ 部首：疒 部首外筆畫數：12 總筆畫數：17 

釋義  [動]1. 醫治。如：「治療」、「診療」。《周禮．天官．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 
2. 解除、解救。如：「療貧」。三國魏．曹植〈遠遊篇〉：「瓊蕊可療飢，仰首吸朝霞。」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8%B2%A2%E7%8D%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5%91%88%E7%8D%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6%8D%90%E7%8D%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7%8D%BB%E6%8A%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7%8D%BB%E8%97%9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7%8D%BB%E5%AA%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7%8D%BB%E5%AF%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r.oOq&o=e0&sec=sec1&op=sti=%22%E7%8D%BB%E6%AE%B7%E5%8B%A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7%89%99%E9%86%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7%8D%B8%E9%86%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5%90%8D%E9%86%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4%B8%AD%E9%86%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8%A5%BF%E9%86%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9%86%AB%E6%B2%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9%86%AB%E7%99%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9%86%AB%E8%A1%9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9%86%AB%E5%BE%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7%94%9F%E5%85%92%E8%82%B2%E5%A5%B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9%A4%8A%E8%82%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6%95%99%E8%82%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8%82%B2%E5%B9%BC%E9%99%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6%B2%BB%E7%99%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8%A8%BA%E7%99%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7%99%82%E8%B2%A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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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訓】ㄒㄩㄣˋ 部首：言 部首外筆畫數：3 總筆畫數：10 

釋義  [動]1. 說教、教誨。如：「教訓」、「訓誡」。《左傳．桓公十三年》：「訓諸司以德。」 
2. 教練、操練。如：「訓練」。《晉書．卷三十四．羊祜傳》：「祜善甲訓卒，廣為戒備。」《宋史．卷三六一．
張浚傳》：「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 
3. 順從、服從。漢．揚雄《法言．修身》：「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順乎己。」 
4. 解釋文字的意義。參見「訓詁」條。 
 [名]1. 教訓、告誡。如：「庭訓」。《詩經．大雅．烝民》：「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國語．周語下》：「啟
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 
2. 法則、典則。《書經．胤征》：「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3. 姓。如明代有訓濬。 

字詞  【業】ㄧㄝˋ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1. 古代樂器架子橫木上的大版，狀如鋸齒，可以懸掛鐘、鼓、磬等。《說文解字．丵部》：「業，大版也，所
以飾縣鐘鼓。」《詩經．周頌．有瞽》：「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2. 社會上的各種工作職務。如：「農業」、「商業」、「各行各業」、「敬業樂群」。《文選．馬融．長笛賦》：
「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 
3. 學習的內容或過程。如：「修業」、「課業」、「畢業」。唐．韓愈〈進學解〉：「業精於勤，荒於嬉。」 
4. 財產。如：「產業」、「祖業」、「家業」。唐．白居易〈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詩：「時
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 
5. 功績。如：「偉業」、「功業」。《文選．諸葛亮．出師表》：「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徂。」 
6. 佛教用語。梵語 karma的意譯。佛教上指有意志的行為，包括身體、言語和心識等三業。如：「善業」、「惡業」、
「三業」。《喻世明言．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公堂造業真容易，要積陰功亦不難。」 
 [動]1. 從事某種工作。如：「業農」、「業儒」、「業商」。唐．白居易〈題文集櫃〉詩：「我生業文字，自幼
及老年。」 
2. 繼承。《左傳．昭公元年》：「臺駘能業其官。」 
 [形]參見「業業」條。1. 危懼的樣子。《書經．皐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詩經．大雅．雲漢》：「兢
兢業業，如霆如雷。」2. 高大強壯的樣子。《詩經．小雅．采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3. 動的樣子。《詩經．
大雅．常武》：「赫赫業業，有嚴天子。」 
[副]已經。如：「業已」。《紅樓夢．第六二回》：「果見湘雲臥於山石僻處一個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 
ㄋㄧㄝ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6%95%99%E8%A8%9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8%A8%93%E8%AA%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8%A8%93%E7%B7%B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8%A8%93%E8%A9%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r6pOr&o=e0&sec=sec1&op=sti=%22%E5%BA%AD%E8%A8%9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8%BE%B2%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5%95%86%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5%90%84%E8%A1%8C%E5%90%84%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6%95%AC%E6%A5%AD%E6%A8%82%E7%BE%A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4%BF%AE%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8%AA%B2%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7%95%A2%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7%94%A2%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7%A5%96%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5%AE%B6%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5%81%89%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5%8A%9F%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6%83%A1%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4%B8%89%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6%A5%AD%E6%A5%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6%A5%AD%E5%B7%B2%22.


四上第 4課 

4 

字詞  【衛】ㄨㄟˋ 部首：行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5 

釋義  [動]保護、防守。如：「防衛」、「自衛」。《國語．齊語》：「築五鹿、中牟、蓋興、牡丘，以衛諸夏之地。」

《文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名]1. 國名。為周朝時武王封予少弟康叔，故址約在今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一帶，後滅於秦。 

2. 擔任防護工作的人。如：「侍衛」、「警衛」。《左傳．文公七年》：「文公之入也無 衛。」《聊齋志異．卷

六．向杲》：「聞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為衛。」 

3. 古代邊境駐兵防敵的地方。如：「金山衛」、「屯衛」。《周禮．春官．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

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4. 驢的別稱。《聊齋志異．卷三．胡氏》：「次日，有客來謁，縶黑衛於門。」 

5. 姓。如漢代有衛青。 

字詞  【雜】ㄗㄚˊ 部首：隹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8 

釋義  [動]1. 五彩相合。《說文解字．衣部》：「雜，五彩相會。」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情采》：「五色雜而成黼

黻，五音比而成韶夏。」 

2. 混合、摻入。如：「摻雜」、「夾雜」。《漢書．卷九．元帝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

任德教，用周政乎！」 

 [形]1. 瑣碎、繁亂。如：「雜務」、「雜亂」、「繁雜」。《易經．繫辭下》：「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2. 不單純、不純粹的。如：「複雜」、「雜種」。 

3. 非正項的。如：「雜支」、「雜稅」、「雜糧」。 

4. 不同類的。如：「雜燴」、「南北雜貨」。 

 [副]混亂。《禮記．曲禮上》：「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後漢書．卷三九．趙咨傳》：「法度衰毀，上下僭

雜。」 

[名]國劇裡不重要的腳色，扮演供役使奔走的人。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9%98%B2%E8%A1%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8%87%AA%E8%A1%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4%BE%8D%E8%A1%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8%AD%A6%E8%A1%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6%91%BB%E9%9B%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5%A4%BE%E9%9B%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9%9B%9C%E5%8B%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9%9B%9C%E4%BA%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7%B9%81%E9%9B%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8%A4%87%E9%9B%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9%9B%9C%E7%A8%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9%9B%9C%E7%A8%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9%9B%9C%E7%B3%A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ti=%22%E9%9B%9C%E7%87%B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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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診】ㄓㄣˇ 部首：言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2 

釋義  [動]察看、徵驗。如：「診病」、「診驗」。唐．司空圖〈與臺丞書〉：「鬻植之道，雖本於天時，亦且診於人情

耳。」 

（又音）ㄓㄣ  

字詞  【藥】ㄧㄠˋ 部首：艸 部首外筆畫數：15 總筆畫數：19 

釋義  [名]1. 用來治病的物質。如：「中藥」、「西藥」、「草藥」。《史記．卷一○五．扁鵲倉公傳》：「形羸不能服

藥，五不治也。」 

2. 某些能發生特定效用的化學物質。如：「火藥」、「炸藥」。 

3. 芍藥的簡稱。參見「芍藥」條。 

4. 姓。如晉代有藥冲。 

 [動]1. 治療。如：「無可救藥」。《荀子．富國》：「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唐．楊倞．注：「藥，猶醫

也。」 

2. 用毒物殺害。如：「藥老鼠」。元．關漢卿《竇娥冤．第三折》：「我怕連累婆婆，屈招了藥死公公。」 

字詞  【捐】ㄐㄩㄢ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0 

釋義  [動]1. 捨棄、拋棄。《說文解字．手部》：「捐，棄也。」如：「為國捐軀」。《楚辭．屈原．九歌．湘君》：「捐

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文選．李陵．答蘇武書》：「寧有背君親 、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 

2. 除去。《字彙．手部》：「捐，除去。」《孟子．萬章上》：「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 

3. 奉獻財物幫助別人。如：「捐獻」、「募捐」、「捐款救災」、「捐糧賑濟」。 

4. 舊時稱以金錢買得官職。如：「捐官」。《紅樓夢．第一三回》：「賈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

賈蓉捐個前程的話。」 

 [名]人民向政府繳納的稅金。如：「房捐」、「地捐」、「稅捐」。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no=%220781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rmuOs&o=e0&sec=sec1&op=sno=%220781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4%B8%AD%E8%97%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8%A5%BF%E8%97%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8%8D%89%E8%97%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7%81%AB%E8%97%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7%82%B8%E8%97%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8%8A%8D%E8%97%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7%84%A1%E5%8F%AF%E6%95%91%E8%97%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7%82%BA%E5%9C%8B%E6%8D%90%E8%BB%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6%8D%90%E7%8D%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5%8B%9F%E6%8D%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6%8D%90%E5%AE%9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6%88%BF%E6%8D%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7%A8%85%E6%8D%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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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款】ㄎㄨㄢˇ 部首：欠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1. 錢財。如：「公款」、「存款」、「提款」、「貸款」、「贓款」、「身懷巨款」。 

2. 法令、條目。如：「條款」。《宋史．卷二六五．張齊賢傳》：「（齊賢）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

乙家入甲舍。」 

3. 規格、樣式。參見「款式」條。 

4. 書畫或信件上的題字。如：「上款」、「下款」、「落款」。 

5. 量詞：(1) 計算文書分項的單位。如：「這條文分成三項四款。」(2) 閩南方言計算物件的單位。相當於「種」、

「件」。如：「兩款物件」。 

 [動]1. 招待。如：「款待」。《警世通言．卷二．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當下治飯相款。」 

2. 叩、敲。如：「款門」、「款關」。南朝梁．范雲〈贈張徐州謖詩〉：「還聞稚子說，有客欸柴扉。」 

3. 慰留、休息。《新唐書．卷九二．王君廓傳》：「乃獨款詵。詐曰：『有急變，當白！』」宋．楊萬里〈夜宿王

才臣齋中睡覺聞風雪大作〉詩：「終年纔小款，明日又言歸。」 

 [副]1. 徐緩的、慢慢的。如：「款步」。宋．梅堯臣〈送胥裴二子迴馬上作〉詩：「豈唯遊子倦，疲馬行亦款。」 

2. 誠懇的。《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南朝宋．裴駰．集解：「款，誠也。

謁告之報誠也。」 

字詞  【救】ㄐㄧㄡˋ 部首：攴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1 

釋義  [動]1. 制止、阻止。如：「救火」。《管子．立政》：「山澤救於火，草木植成，國之富也。」 

2. 援助、使脫離困難或危急。如：「拯救」、「援救」、「營救」。《詩經．邶風．谷風》：「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 

3. 治療。如：「急救」、「無藥可救」。《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5%85%AC%E6%AC%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5%AD%98%E6%AC%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6%8F%90%E6%AC%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8%B2%B8%E6%AC%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8%B4%93%E6%AC%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6%A2%9D%E6%AC%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6%AC%BE%E5%BC%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4%B8%8A%E6%AC%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4%B8%8B%E6%AC%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8%90%BD%E6%AC%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4%BB%B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6%AC%BE%E5%BE%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6%AC%BE%E9%96%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6%AC%BE%E9%97%9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rivOt&o=e0&sec=sec1&op=sti=%22%E6%AC%BE%E6%AD%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6RcRvw&o=e0&sec=sec1&op=sti=%22%E6%95%91%E7%81%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6RcRvw&o=e0&sec=sec1&op=sti=%22%E6%8B%AF%E6%95%9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6RcRvw&o=e0&sec=sec1&op=sti=%22%E6%8F%B4%E6%95%9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6RcRvw&o=e0&sec=sec1&op=sti=%22%E7%87%9F%E6%95%9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6RcRvw&o=e0&sec=sec1&op=sti=%22%E6%80%A5%E6%95%9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6RcRvw&o=e0&sec=sec1&op=sti=%22%E7%84%A1%E8%97%A5%E5%8F%AF%E6%95%9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