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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倫】ㄌㄨㄣˊ 部首：人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0 

釋義  [名]1. 常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說文解字．人部》：「倫，道也。」如：「五倫」、「天倫之樂」。《孟
子．滕文公上》：「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2. 條理、順序。如：「語無倫次」。《書經．舜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3. 輩、類。《文選．賈誼．過秦論》：「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4. 姓。如唐代有倫元慶。 
 [動]比較、匹敵。唐．陳子昂〈堂弟孜墓志銘〉：「實為時輩所高，而莫敢與倫也。」 

字詞  【凱】ㄎㄞˇ 部首：几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軍隊戰勝歸來所奏的樂曲。如：「奏凱而歸」。《陳書．卷二八．高宗二十九王傳．晉熙王叔文傳》：「隨晉
王、秦王等獻凱而入，列于廟廷。」《警世通言．卷一二．范鰍兒雙鏡重圓》：「韓元帥平了建州，安民已定，同
呂提轄回臨安面君奏凱。」 
[形]1. 和善、溫和。通「愷」。《集韻．上聲．海韻》：「愷，《說文》：『樂也。』或作凱。」《詩經．邶風．
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禮記．表記》：「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2. 俗指出手大方闊綽。如：「你最近很凱喔！是不是發財了？」 

字詞  【勒】ㄌㄜˋ 部首：力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有嚼口的馬絡頭。《漢書．卷九四．匈奴傳下》：「鞍勒一具，馬十五匹。」唐．杜甫〈哀江頭〉詩：「輦
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 
2. 書法中橫畫的筆法。宋．陳思《書苑菁華．卷二．書法下．永字八法》：「橫為勒。」 
3. 姓。如漢代有勒尊。 
 [動]1. 駕御。如：「勒馬長城」。 
2. 約束、限制。《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卷五
下．滇遊日記三》：「而盤江自橋頭南下，為越州後橫亙山所勒，轉而東流。」 
3. 統率、率領。《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親勒六軍，大陳戎馬。」《三國演義．第二回》：「可召四方
英雄之士，勒兵來京。」 
4. 強制、強迫。《隋書．卷二四．食貨志》：「開皇三年，……，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元．無名
氏《鴛鴦被．第四折》：「只為那舉債文書，我畫的有親筆跡，因此上被強勒為妻室。」 
5. 刻、寫。如：「勒石」、「勒碑」。宋．陸游〈夜泊水村〉詩：「腰間羽箭九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銘。」《京
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真個在時，你勒軍令狀來。」 ㄌㄟ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7OAcy&o=e0&sec=sec1&op=sti=%22%E4%BA%94%E5%80%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7OAcy&o=e0&sec=sec1&op=sti=%22%E5%A4%A9%E5%80%AB%E4%B9%8B%E6%A8%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7OAcy&o=e0&sec=sec1&op=sti=%22%E8%AA%9E%E7%84%A1%E5%80%AB%E6%AC%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37KBcz&o=e0&sec=sec1&op=sti=%22%E5%A5%8F%E5%87%B1%E8%80%8C%E6%AD%B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37KBcz&o=e0&sec=sec1&op=sti=%22%E5%8B%92%E7%9F%B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37KBcz&o=e0&sec=sec1&op=sti=%22%E5%8B%92%E7%A2%9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37KBcz&o=e0&sec=sec1&op=sno=%2203223%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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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蹟】ㄐㄧ 部首：足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8 

釋義  [名]前人留下來的事物，多指建築、文物而言。同「跡」。如：「事蹟」、「遺蹟」、「名勝古蹟」。 

字詞  【歲】ㄙㄨㄟˋ 部首：止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1. 年。如：「舊歲」、「歲歲平安」。《書經．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漢書．卷七○．陳湯傳》：「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 

2. 時光。如：「歲月」。《論語．陽貨》：「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楚辭．宋玉．九辯》：「歲忽忽而遒盡

兮，恐余壽之弗將。」 

3. 年齡。如：「周歲」、「足歲」。《晉書．卷六六．劉弘傳》：「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北史．卷七

○．柳遐傳》：「遐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 

4. 一年的穀物收成。《左傳．哀公十六年》：「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漢書．卷五八．卜式傳》：「往年西

河歲惡，率齊人入粟。」 

5. 量詞：(1) 計算時間的單位。一歲等於一年。如：「數歲之間」。(2) 計算年齡的單位。如：「孔子活了七十

三歲。」 

字詞  【腦】ㄋㄠˇ 部首：肉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1. 頭髓，為高等動物神經系統的主要部分，掌管知覺、運動、思維、判斷、記憶等的器官。 

2. 人的頭部。如：「腦袋」、「搖頭晃腦」。《淮南子．俶真》：「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唐．杜甫〈畫

鶻行〉：「側腦看青霄，寧為眾禽沒。」 

3. 物體的中心部分。宋．道潛〈次韻子瞻飯別〉詩：「鈴閣追隨半月強，葵心菊腦厭甘涼。」 

4. 形狀或顏色像腦髓的東西。如：「樟腦」、「豆腐腦」。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irTfH&o=e0&sec=sec1&op=sti=%22%E4%BA%8B%E8%B9%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irTfH&o=e0&sec=sec1&op=sti=%22%E9%81%BA%E8%B9%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irTfH&o=e0&sec=sec1&op=sti=%22%E5%90%8D%E5%8B%9D%E5%8F%A4%E8%B9%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7WGc0&o=e0&sec=sec1&op=sti=%22%E8%88%8A%E6%AD%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7WGc0&o=e0&sec=sec1&op=sti=%22%E6%AD%B2%E6%AD%B2%E5%B9%B3%E5%AE%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7WGc0&o=e0&sec=sec1&op=sti=%22%E6%AD%B2%E6%9C%8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7WGc0&o=e0&sec=sec1&op=sti=%22%E8%B6%B3%E6%AD%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7WGc0&o=e0&sec=sec1&op=sti=%22%E8%85%A6%E8%A2%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7WGc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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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WGc0&o=e0&sec=sec1&op=sti=%22%E6%A8%9F%E8%85%A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7WGc0&o=e0&sec=sec1&op=sti=%22%E8%B1%86%E8%85%90%E8%85%A6%22.


四上第 5課 

3 

字詞  【蘇】ㄙㄨ 部首：艸 部首外筆畫數：16 總筆畫數：20 

釋義  [名]1. 植物名。即紫蘇。脣形科紫蘇屬，一年生草本。莖葉色紫，夏秋開紅或淡紅色花。葉與果實可入藥，並供

食用。為我國特產。 

2. 下垂的穗狀裝飾物。如：「流蘇」。南朝梁．簡文帝〈七勵〉：「金蘇翠幄，玉案象牀。」 

3. 江蘇省的簡稱。 

4. 蘇州的簡稱。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5. 姓。如宋代有蘇軾。 

 [動]1. 甦醒、死而復生。同「穌」。《左傳．宣公八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2. 睡醒。唐．杜荀鶴〈早發〉詩：「東窗未明塵夢蘇，呼童結束登征途。」 

3. 獲救、緩解。《書經．仲虺之誥》：「徯予后，后來其蘇。」唐．杜甫〈江漢〉詩：「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

蘇。」 

4. 割草。《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傳》：「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字詞  【觸】ㄔㄨˋ 部首：角 部首外筆畫數：13 總筆畫數：20 

釋義  [動]1. 獸類用犄角抵物。《易經．大壯卦．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如是我聞三》：「奴子劉琪，畜一牛一犬，牛見犬輒觸，犬見牛輒噬。」 

2. 碰撞、遇到。如：「接觸」、「觸電」、「一觸即發」、「觸景生情」。《左傳．宣公二年》：「觸槐而死。」 

3. 冒犯、干犯。如：「觸犯長上」。《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婆婆耐不過，從頭將打先生、罵媒人、

觸夫主、毀公婆，一一苦訴一遍。」 

4. 感動、引發。如：「感觸」。宋．林正大〈滿江紅．寂寞江城〉詞：「怕明朝，酒醒落紛紛，那忍觸。」《鏡

花緣．第四回》：「武后聽罷，心中忽然動了一動，倒像觸起從前一件事來。」 

 [名]姓。如戰國時趙國有觸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7WGc0&o=e0&sec=sec1&op=sti=%22%E6%B5%81%E8%98%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7SHc1&o=e0&sec=sec1&op=sti=%22%E6%8E%A5%E8%A7%B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7SHc1&o=e0&sec=sec1&op=sti=%22%E8%A7%B8%E9%9B%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7SHc1&o=e0&sec=sec1&op=sti=%22%E4%B8%80%E8%A7%B8%E5%8D%B3%E7%99%B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7SHc1&o=e0&sec=sec1&op=sti=%22%E8%A7%B8%E6%99%AF%E7%94%9F%E6%83%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7SHc1&o=e0&sec=sec1&op=sti=%22%E6%84%9F%E8%A7%B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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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脣】ㄔㄨㄣˊ 部首：肉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口部周圍的肌肉組織。如：「嘴脣」、「兔脣」、「脣齒相依」。 

字詞  【克】ㄎㄜˋ 部首：儿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7 

釋義  [動]1. 勝任。《說文解字．克部》：「克，肩也。」清．段玉裁．注：「鄭箋云：『仔肩，任也。』許云：『勝
任也。』」唐．劉禹錫〈為杜司徒謝賜追贈表〉：「常懼不克負荷，以忝前人。」 
2. 戰勝、攻破。如：「克敵」、「攻無不克」。《左傳．莊公十年》：「彼竭我盈，故克之。」《三國志．卷三
五．蜀書．諸葛亮傳》：「然操遂能克紹，非惟天時，抑亦人謀。」 
3. 制服、約束。如：「克服」、「以柔克剛」。《論語．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何晏集解引馬融注：「克
己，約身。」 
4. 約定。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方正》：「淮使戒裝，克日當發。」 
5. 剋扣。《水滸傳．第八三回》：「寡人御賜之酒，一瓶克減半瓶。」 
6. 消化。如：「多吃水果能克食。」 
 [名]量詞。計算重量的單位。為英語 gram的義譯。即公克的簡稱。公制一克等於千分之一 公斤。 
[副]能。如：「不克分身」。《書經．大禹謨》：「克勤於邦，克儉於邦。」唐．柳宗元〈封建論〉：「人不能搏
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 

字詞  【障】ㄓㄤˋ 部首：阜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4 

釋義  [動]1. 阻塞、阻隔。《呂氏春秋．貴直論．貴直》：「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明．徐弘祖《徐
霞客遊記．卷二上．江右遊日記》：「壟北一崗，橫障溪前，若為當關。」 
2. 遮蔽、遮擋。《三國演義．第一一九回》：「張節可憐忠國死，一拳怎障泰山高！」 
3. 保護、防衛。如：「保障」。唐．韓愈〈進學解〉：「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宋．文天祥〈贈祕書
王監丞〉詩：「人生晚節良不易，頹波直下誰障東？」 
 [名]1. 堤防。《文選．馬融．長笛賦》：「於是山水猥至，渟涔障潰。」 
2. 古代在邊塞險要處所築的城寨。《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築亭障以逐戎人。」 
3. 類似屏風的帷幕或物品。《北史．卷八一．儒林傳．張景仁傳》：「每送步障，為遮風寒。」宋．沈括《夢溪
筆談．卷二二．謬誤》：「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 
4. 缺點、毛病。如：「機器發生故障。」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7SHc1&o=e0&sec=sec1&op=sti=%22%E5%98%B4%E8%84%A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7SHc1&o=e0&sec=sec1&op=sti=%22%E5%85%94%E8%84%A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v7SHc1&o=e0&sec=sec1&op=sti=%22%E8%84%A3%E9%BD%92%E7%9B%B8%E4%BE%9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eEc2&o=e0&sec=sec1&op=sti=%22%E5%85%8B%E6%95%B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eEc2&o=e0&sec=sec1&op=sti=%22%E6%94%BB%E7%84%A1%E4%B8%8D%E5%85%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eEc2&o=e0&sec=sec1&op=sti=%22%E5%85%8B%E6%9C%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eEc2&o=e0&sec=sec1&op=sti=%22%E4%BB%A5%E6%9F%94%E5%85%8B%E5%89%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7eEc2&o=e0&sec=sec1&op=sti=%22%E4%BF%9D%E9%9A%9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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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礙】ㄞˋ 部首：石 部首外筆畫數：14 總筆畫數：19 

釋義  [動]1. 阻止。《說文解字．石部》：「礙，止也。」宋．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詩六○首之四○：「靜看簷蛛

結網低，無端妨礙小蟲飛。」 

2. 限制。漢．揚雄《法言．問道》：「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 

3. 妨害。如：「有礙觀瞻」。《鏡花緣．第三九回》：「命名相同的甚多，亦有何礙。」 

4. 掩蔽。唐．方干〈題報恩寺上方〉詩：「巖溜噴空晴似雨，林蘿礙日夏多寒。」 

5. 牽掛。《兒女英雄傳．第二二回》：「那時我身入空門，一身無礙，萬緣俱寂。」 

字詞  【勵】ㄌㄧˋ 部首：力 部首外筆畫數：15 總筆畫數：17 

釋義  [動]1. 奮發、振作。《字彙．力部》：「勵，勉力也。」《南史．卷二四．王韶之傳》：「夙夜勤勵，政績甚美。」 

2. 勸勉、鼓舞。如：「鼓勵」、「獎勵」。《國語．吳語》：「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 

 [名]姓。如清代有勵廷儀。 

字詞  【齡】ㄌㄧㄥˊ 部首：齒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20 

釋義  [名]歲數、年數。如：「年齡」、「高齡」、「婚齡」、「學齡」。晉．左思〈悼離贈妹〉詩二首之一：「自我不

見，於今二齡。」唐．楊烱〈王勃集序〉：「嗟乎促齡，材氣未盡，歿而不朽，君子貴焉。」 

字詞  【付】ㄈㄨˋ 部首：人 部首外筆畫數：3 總筆畫數：5 

釋義  [動]1. 授予、交給。如：「交付」、「託付」。《漢書．卷九二．游俠傳．原涉傳》：「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

含之物，分付諸客。」 

2. 支出錢財。如：「付款」、「付帳」、「繳付」。 

 [名]量詞。計算成組成套物品的單位。通「副」。如：「一付眼鏡」、「兩付碗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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