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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居 ㄐㄩ 部首 尸 部首外筆畫 5 總筆畫 8 

  住。論語˙學而：「居無求安」。孟子˙離婁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 

 
 坐下。論語˙陽貨：「居，吾語汝。」 

 
 存積、儲存。如：「奇貨可居」。漢書˙卷五十九˙張湯傳：「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 

 
 處、位於。孟子˙離婁上：「居下位而不獲於上。」唐˙劉禹錫˙詠史詩二首之二：「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占有。晉書˙卷三十四˙羊祜傳：「天下不如意，恆十居七八。」 

 
 存有、懷著。如：「居心叵測」。 

  住所。如：「故居」、「新居」、「遷居」。 

 
 住宅、茶樓、飯館等場所的稱號用字。如：「為善長樂居」、「明湖居」、「德林居」。 

 
 姓。如明代有居節。 ㄐ｜ ｊｉ（05312） 

 

27. 溼 ㄕ 部首 水 部首外筆畫 10 總筆畫 13 

 

 
水分多﹑含有水分的。如：「把溼毛巾擰乾。」宋˙姜夔˙昔遊詩：「燎茅烘溼衣，客有見留者。」 

 

 
沾水﹑沾潤。如：「淚溼衣襟」﹑「全身溼透」。 

 

 
中醫六淫之一。因溼氣過大，阻滯氣的活動而致病，流行於長夏。如：「溼毒」﹑「風溼」。 

 

 178. 族 ㄗㄨˊ 部首 方 部首外筆畫 7 總筆畫 11 

  親屬。如：「家族」﹑「九族」。晉書˙卷一○○˙孫恩傳：「孫恩字靈秀，瑯邪人，孫秀之族也。」 

 
 泛指同姓的人。如：「同族」﹑「宗族」。 

 
 人種的類別。如：「漢族」﹑「苗族」。 

 
 有共同屬性的群類。如：「水族」﹑「甲族」﹑「貴族」﹑「火腿族」。淮南子˙俶真：「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
唐˙韓愈˙師說：「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 

  古時刑罰連及罪人的家屬親人。書經˙泰誓上：「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孔安國˙傳：「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 

 
 滅。唐˙杜牧˙阿房宮賦：「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叢聚﹑群集。如：「族居」。爾雅˙釋木：「木族生為灌。」郭璞˙注：「族，叢。」莊子˙在宥：「雲氣不待族而雨，
草木不待黃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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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捕 ㄅㄨˇ 部首 手 部首外筆畫 7 總筆畫 10 

  捉拿、擒住。如：「逮捕」、「緝捕」、「拒捕」、「拘捕」。文選˙張衡˙四愁詩˙序：「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 

 
 獵取。文選˙揚雄˙長楊賦：「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文選˙束 ˙補亡詩六首之一：「淩波赴汨，噬魴捕鯉。」 

  古代的基層治安人員。如：「巡捕」、「捕快」。 

 
 姓。如漢代有捕巡。 （又音）ㄅㄨˋ ｂ （00571） 

 

109. 造  ㄗㄠˋ 部首   部首外筆畫 7 總筆畫 11 

  製作。如：「製造」、「釀造」、「仿造」。 

 
 建設、建築。如：「建造」、「營造」、「造船」、「造屋」。 

 
 創建、創製。如：「創造」、「締造」、「蔡倫造紙」。 

 
 虛構。如：「造謠」、「捏造」。 

 
 至、到達。如：「登峰造極」、「造訪」。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唐˙柳宗
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明日造朝。」 

 
 給予生命。如：「再造之恩」、「恩同再造」。 

 
 培養。如：「造就」、「可造之才」。 

 

 成就。如：「造詣」。詩經˙大雅˙思齊：「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左傳˙成公十三年：「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
大造于西也。」 

 
 對立的兩方。如訴訟時原告與被告稱為「兩造」。書經˙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文選˙潘岳˙馬汧督誄：「兩
造未具，儲隸蓋鮮。」 

 
 時代、時期。如：「滿清末造」。儀禮˙士冠禮：「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術數用語。命相家稱人的生辰八字為「造」。如：「坤造」、「乾造」。明˙沈受先˙三元記˙第二十五齣：「請問小姐
貴造？」聊齋志異˙卷九˙邵臨淄：「有術士推其造，決其必受官刑。」 

 
 姓。如周代有造父。 

  急遽、倉促、突然。通「猝」。禮記˙玉藻：「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 

 
 開始。書經˙伊訓：「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ㄘㄠˋ ｃ ｏ（0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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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層 ㄘㄥˊ 部首 尸 部首外筆畫 12 總筆畫 15 

  數重相疊的房屋。說文解字：「層，重屋也。」南朝梁˙劉孝綽˙栖隱寺碑：「珠殿連雲，金層輝景。」 

 
 級、等次。如：「階層」、「經理層」、「上層社會」。 

 
 量詞。計算重疊、累積物的單位。如：「五層樓房」、「兩層玻璃」、「三層蛋糕」。 

 

 
重疊的。如：「層巒疊嶂」。楚辭˙宋玉˙招魂：「層臺累榭，臨高山些。」 

 

 
重覆、不斷。如：「層出不窮」。 

 

100. 竹 ㄓㄨˊ 部首 竹 部首外筆畫 0 總筆畫 6 

  植物名。多年生常綠植物。莖木質，有隆起之節，節間部中空，細長作管狀，色綠。竹莖堅韌，可供建築製器之用。 

 
 樂器名。笛﹑簫之屬。周禮˙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晉˙王羲之˙三月三
日蘭亭詩序：「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簡冊。如：「竹帛」﹑「竹簡」。漢˙桓寬˙鹽鐵論˙利議：「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 

 
 姓。如漢代有竹多同。 

 
 二一四部首之一。 

 

78. 枝  ㄓ 部首 木 部首外筆畫 4 總筆畫 8 

  樹幹從旁生出的枝條。說文解字：「枝，木別生條也。」如：「枯枝」、「嫩枝」。 

 
 凡自同一本源而分出者。左傳˙莊公六年：「詩云：『本枝百世。』」荀子˙儒效：「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 

 
 四肢。通「肢」。莊子˙大宗師：「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 

 
 量詞。計算細長物體的單位。如：「一枝花」、「三枝毛筆」。 

 
 姓。如漢代有枝百英。 

 

 
不中肯的、不一致的。易經˙繫辭下：「中心疑者，其辭枝。」 

ㄑ｜ˊ ｃ （0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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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剩  ㄕㄥˋ 部首 刀 部首外筆畫 10 總筆畫 12 

 

 
多餘的。如：「剩飯」﹑「剩菜」。 

 

 
多餘、餘留。如：「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他一個人。」 

 

12. 段 ㄉㄨㄢˋ 部首 殳 部首外筆畫 5 總筆畫 9 

 

 量詞：(1) 計算長條物分成若干部分的單位。如：「兩段木頭」、「把這線剪成數小段。」(2) 計算具有延續性質事物段
落的單位。如：「一段路」、「一段情」、「一段話」、「一段時間」。 

 
 工廠、工礦或鐵公路組織中的一種任務編組。如：「工務段」、「機務段」。 

 
 姓。如唐代有段成式，清代有段玉裁。 

 

128. 網 ㄨㄤˇ 部首 糸 部首外筆畫 8 總筆畫 14 

  用繩線編成捕捉動物的器具。如：「魚網」﹑「鳥網」﹑「三天打魚，二天晒網。」 

 
 像網狀的東西。如：「蜘蛛網」﹑「鐵絲網」。 

 
 分布周密而有連繫像網狀的組織系統。如：「交通網」﹑「廣播網」﹑「通訊網」。 

 
 比喻能約束人的事物﹑理法。如：「法網」、「天羅地網」。 

  用網捕捉。如：「網蜻蜓」﹑「網了一條魚」。 

 
 搜求﹑招致。見「網羅」條。 

 

92. 祖 ㄗㄨˇ 部首 示 部首外筆畫 5 總筆畫 10 

 

 稱謂。用以尊稱父母親的父母。如：「祖父母」﹑「外祖父母」。荀子˙成相：「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唐˙柳
宗元˙捕蛇者說：「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 

 
 通稱先代的人。如：「遠祖」﹑「先祖」。 

 
 祭祀始祖神主的廟。荀子˙成相：「紂卒易鄉啟乃下，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漢書˙卷五十二˙韓安國傳：「是
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 

 
 事物的創始者。如：「鼻祖」。周禮˙春官˙籥章：「祈年于田祖。」鄭玄˙注：「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 

 
 姓。如漢代有祖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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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出行時祭祀路神稱為「祖」。詩經˙大雅˙韓奕：「韓侯出祖，出宿于屠。」左傳˙昭公七年：「公將往，夢襄公祖。」
杜預˙注：「祖，祭道神。」 

 
 餞行。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方正：「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唐˙李白˙留別金陵諸公詩：「五月
金陵西，祖余白下亭。」 

 
 宗仰﹑效法。戰國策˙韓策二：「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熟悉。國語˙魯語下：「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12. 慧 ㄏㄨㄟˋ 部首 心 部首外筆畫 11 總筆畫 15 

 

 
聰明才智。如：「智慧」。左傳˙成公十八年：「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假譎：
「唯有一女，甚有姿慧。」 

 

 
聰敏、敏捷。如：「聰慧」、「慧黠」、「慧性」、「秀外慧中」。 

 

21. 態 ㄊㄞˋ 部首 心 部首外筆畫 10 總筆畫 14 

  情狀。如：「事態」﹑「形態」﹑「姿態」。 

 
 語法學上指通過一定的語法形式表示行為動作與主體的關係。一般分為兩種：(1）主動態：行為動作由主體發出。如：「他
玩球。」(2) 被動態：動作由主體承受。如：「球被他玩。」中文的被動態常用「被」﹑「給」等虛詞來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