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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藹】ㄞ
ˇ
 部首：艸 部首外筆畫數：16 總筆畫數：20 

釋義  [形]1. 繁茂、茂盛。《楚辭．宋玉．九辯》：「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 
2. 美好、和善。如：「和藹可親」。南朝梁．江淹〈蕭重讓揚州表〉：「丹青所以傳其藹，磬琯所以揚其音也。」唐．韓愈〈答

李翊書〉：「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名]雲氣。通「靄」。《文選．陸機．挽歌三首之三》：「悲風徽行軌，傾雲結流藹。」 
[動]遮掩、籠罩。《文選．顏延之．直東宮答鄭尚書詩》：「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宋．朱淑貞〈弔林
和靖〉詩：「不識酌泉拈菊意，一庭寒翠藹空祠。」 

字詞  【胸】ㄒㄩㄥ 部首：肉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10 

釋義  [名]1. 身體前面頸下腹上的部分。如：「挺胸」。 
2. 心中、內心。如：「胸有大志」。宋．蘇軾〈篔簹谷偃竹記〉：「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 
3. 指人的氣量、懷抱。如：「心胸狹窄」。 

字詞  【肌】ㄐㄧ 部首：肉 部首外筆畫數：2 總筆畫數：6 

釋義  [名]1. 肉。如：「面黃肌瘦」。《漢書．卷七四．丙吉傳》：「介之推割肌以存君。」 
2. 皮膚。《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肌如白雪。」《西遊記．第七二回》：「佳人洗處冰肌滑，滌蕩塵煩玉體新。」 
3. 參見「肌肉」條。高等動物皮膚下，由成束的肌纖維與結締組織結合而成的紅色柔軟的組織。為身體、四肢
和體內消化、呼吸、循環、排泄等生理過程的動力來源。可分成平滑肌、骨骼肌、心肌等三項。也作「筋肉」。 
泛指皮膚與筋肉。《後漢書．卷八一．獨行傳．陸續傳》：「唯續、宏、勛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
《老殘遊記．第七回》：「筋骨強壯，肌肉堅固，便可以忍耐凍餓。」 

字詞  【丘】ㄑㄧㄡ 部首：一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5 

釋義  [名]1. 小土山、小土堆。如：「沙丘」、「丘陵」、「丘垤」。唐．柳宗元〈愚溪詩序〉：「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丘。」 
2. 墳冢、墳墓。《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 
3. 姓。如元代有丘處機。 
 [形]大、長。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58a3S3&o=e0&sec=sec1&op=sti=%22%E5%92%8C%E8%97%B9%E5%8F%AF%E8%A6%A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8m4S4&o=e0&sec=sec1&op=sti=%22%E6%8C%BA%E8%83%B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8m4S4&o=e0&sec=sec1&op=sti=%22%E5%BF%83%E8%83%B8%E7%8B%B9%E7%AA%8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8m4S4&o=e0&sec=sec1&op=sti=%22%E9%9D%A2%E9%BB%83%E8%82%8C%E7%98%A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8m4S4&o=e0&sec=sec1&op=sti=%22%E8%82%8C%E8%82%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7HATA&o=e0&sec=sec1&op=sti=%22%E7%AD%8B%E8%82%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8m4S4&o=e0&sec=sec1&op=sti=%22%E6%B2%99%E4%B8%9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8m4S4&o=e0&sec=sec1&op=sti=%22%E4%B8%98%E9%99%B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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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陵】ㄌㄧㄥˊ 部首：阜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大土山。如：「丘陵」、「山陵」。《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三國魏．曹植〈鰕䱇篇〉：「駕言登五
嶽，然後小陵丘。」 
2. 帝王的墳墓。如：「陵寢」、「十三陵」。唐．杜牧〈登樂遊原〉詩：「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儒林外史．
第三○回》：「中間坐一個看陵的太監，穿著蟒袍。」 
3. 姓。如明代有陵茂。 
 [動]1. 登、升。《左傳．成公二年》：「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北魏．溫子昇〈為西河王謝太尉表〉：「將短翮難
以陵高，駑乘無由致遠。」 
2. 超越、踰越。如：「陵駕」。《禮記．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孫。」《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自以兵強國富，
勢陵京城。」 
3. 欺侮、侵犯。通「凌」。如：「陵辱」。《左傳．隱公三年》：「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漢．王符《潛夫論．
忠貴》：「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 
4. 淬礪。《荀子．君道》：「兵刃不待陵而勵。」王先謙．集解：「陵謂厲兵刃也。」 

字詞  【編】ㄅㄧㄢ 部首：糸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5 

釋義  [動]1. 連結、交叉組織。如：「編髮」、「編草蓆」。《楚辭．屈原．九章．悲回風》：「糾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
宋．蕭立之〈送人之常德〉詩：「編蓬便結溪上宅，採桃為薪食桃實。」 
2. 順次排列。如：「編列」、「編組」、「編排」、「編印」。《史記．卷八二．田單傳》：「（田單）與士卒分功，妻妾編
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 
3. 蒐集整理。如：「編書」、「新編」、「彙編」、「編字典」。唐．元稹〈樂府古題序〉：「而纂者，由詩傳而下十七名，盡
編為樂錄。」 
4. 創作。如：「編歌」、「編曲」、「編劇本」。 
5. 捏造、用謊話騙人。如：「瞎編」、「編一套謊言。」《紅樓夢．第一九回》：「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 
 [名]1. 貫串書籍的繩索。《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讀《易》，韋編三絕。」 
2. 古代書籍以簡牘編聯而成，所以書一冊稱為「一編」。如：「人手一編」。《漢書． 卷四○．張良傳》：「出一編書。」唐．
顏師古．注：「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為書，故云：『一編』。」 
3. 泛指書籍。如：「巨編大著」。唐．韓愈〈進學解〉：「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4. 量詞：(1) 計算書籍章節編目的單位。如：「《老殘遊記》共分三編。」(2) 計算同類型或相似的書籍分套成編的單位。如：「《四
部叢刊》分初編、續編、三編。」 
5. 姓。如東漢有編訢。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4%B8%98%E9%99%B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5%B1%B1%E9%99%B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9%99%B5%E5%AF%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5%8D%81%E4%B8%89%E9%99%B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7%B7%A8%E9%AB%A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7%B7%A8%E5%88%9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7%B7%A8%E7%B5%8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7%B7%A8%E6%8E%9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7%B7%A8%E5%8D%B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7%B7%A8%E6%9B%B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6%96%B0%E7%B7%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5%BD%99%E7%B7%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7%B7%A8%E6%9B%B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7%9E%8E%E7%B7%A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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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織】ㄓ 部首：糸 部首外筆畫數：12 總筆畫數：18 

釋義  [動]1. 用絲、麻、棉、毛等物編製物品。如：「編織」、「紡織」、「織布」。 
2. 結合、組成。如：「組織」、「愛恨交織」。 

字詞  【絨】ㄖㄨㄥˊ 部首：糸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1. 細布。《玉篇．糸部》：「絨，細布也。」 
2. 表面有柔細短毛的絲織品。如：「絲絨」、「呢絨」。 
3. 刺繡用的絲線。明．楊基〈美人刺繡〉詩：「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殘絨唾碧窗。」 

字詞  【摘】ㄓㄞ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4 

釋義  [動]1. 用手採取。如：「摘花」、「摘下」、「摘取」、「採摘」。《劉知遠諸宮調．第一二》：「掉下剛刀，摘了弓箭，脫
卻袍凱。」 
2. 選取。如：「摘錄」。唐．李賀〈南園〉詩一三首之六：「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挂玉弓。」 
3. 指出、批評。如：「指摘」。明．王世貞《藝苑巵言．卷一》：「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 
4. 借貸。如：「東摘西借」。《官話指南．卷二．官商吐屬》：「因為我們今兒個有點兒緊用項，找您摘給我們幾百塊錢用。」 
ㄊㄧˋ tì 

字詞  【巾】ㄐㄧㄣ 部首：巾 部首外筆畫數：0 總筆畫數：3 

釋義  [名]1. 擦洗用的布。如：「毛巾」、「手巾」、「浴巾」。唐．杜甫〈憶昔行〉：「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 
2. 覆蓋或纏繞用的布。如：「頭巾」、「領巾」、「圍巾」。 
3. 二一四部首之一。 

字詞  【鬍】ㄏㄨˊ 部首：髟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9 

釋義  [名]長在嘴邊的毛。如：「鬍鬚」、「絡腮鬍」。 

字詞  【鬚】ㄒㄩ 部首：髟 部首外筆畫數：12 總筆畫數：22 

釋義  [名]1. 生在下巴或嘴邊的毛。如：「鬍鬚」、「捋鬚」、「鬚髯」。唐．李華〈弔古戰場文〉：「積雪沒脛，堅冰在鬚。」元．
劉時中〈端正好．既官府甚清明套．六煞〉：「常想著半江春水翻風浪，愁得一夜秋霜染鬢鬚。」 
2. 動物的觸鬚。如：「羊鬚」、「鼠鬚」、「捋虎鬚」。唐．韓偓〈已涼〉詩：「八尺龍鬚方錦褥，已涼天氣未寒時。」 
3. 植物的芒、花蕊或細根。如：「參鬚」、「花鬚」。晉．潘岳〈芙蓉賦〉：「丹煇拂紅，飛鬚垂的。」 
 [形]疏細像鬚的。如：「鬚根」。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7%B7%A8%E7%B9%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7%B4%A1%E7%B9%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7%B9%94%E5%B8%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7%B5%84%E7%B9%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8i5S5&o=e0&sec=sec1&op=sti=%22%E6%84%9B%E6%81%A8%E4%BA%A4%E7%B9%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8u6S6&o=e0&sec=sec1&op=sti=%22%E7%B5%B2%E7%B5%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8u6S6&o=e0&sec=sec1&op=sti=%22%E5%91%A2%E7%B5%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8u6S6&o=e0&sec=sec1&op=sti=%22%E6%91%98%E8%8A%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8u6S6&o=e0&sec=sec1&op=sti=%22%E6%91%98%E5%8F%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8u6S6&o=e0&sec=sec1&op=sti=%22%E6%8E%A1%E6%91%9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8u6S6&o=e0&sec=sec1&op=sti=%22%E6%91%98%E9%8C%8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8u6S6&o=e0&sec=sec1&op=sti=%22%E6%8C%87%E6%91%9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8u6S6&o=e0&sec=sec1&op=sno=%2202658%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8u6S6&o=e0&sec=sec1&op=sno=%2202658%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8q7S7&o=e0&sec=sec1&op=sti=%22%E6%AF%9B%E5%B7%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8q7S7&o=e0&sec=sec1&op=sti=%22%E6%89%8B%E5%B7%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8q7S7&o=e0&sec=sec1&op=sti=%22%E6%B5%B4%E5%B7%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8q7S7&o=e0&sec=sec1&op=sti=%22%E9%A0%AD%E5%B7%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8q7S7&o=e0&sec=sec1&op=sti=%22%E9%A0%98%E5%B7%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8q7S7&o=e0&sec=sec1&op=sti=%22%E5%9C%8D%E5%B7%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8q7S7&o=e0&sec=sec1&op=sti=%22%E9%AC%8D%E9%AC%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8q7S7&o=e0&sec=sec1&op=sti=%22%E7%B5%A1%E8%85%AE%E9%AC%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8q7S7&o=e0&sec=sec1&op=sti=%22%E9%AC%8D%E9%AC%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8q7S7&o=e0&sec=sec1&op=sti=%22%E6%8D%8B%E8%99%8E%E9%AC%9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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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茂】ㄇㄠˋ 部首：艸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9 

釋義  [形]1. 繁盛、旺盛。如：「茂盛」、「茂密」、「根深葉茂」。晉．王羲之〈三月三日蘭亭詩序〉：「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

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2. 豐盛優美。如：「圖文並茂」。《楚辭．屈原．離騷》：「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士。」《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劉

交傳》：「資質淑茂，道術通明。」 
 [動]勸勉。通「懋」。《詩經．小雅．節南山》：「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名]姓。如漢代有茂員。 （又音）ㄇㄡˋ mòu 

字詞  【緩】ㄏㄨㄢˇ 部首：糸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5 

釋義  [形]1. 慢而不急。如：「緩步」、「緩慢」。《韓非子．觀行》：「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文選．劉孝標．辯命論》：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2. 寬鬆。《文選．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動]1. 放鬆。如：「先緩口氣再說吧！」 
2. 延遲。如：「緩期」、「緩兵之計」。《孟子．滕文公上》：「民事不可緩也。」《金史．卷八八．康括安禮傳》：「賞有功

不可緩。」 
 [名]姓。如三國時魏國有緩邵。 

字詞  【昏】ㄏㄨㄣ 部首：日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8 

釋義  [名]1. 傍晚，日暮的時候。如：「黃昏」、「晨昏定省」。《左傳．昭公十三年》：「自日中以爭，至於昏。」 
2. 婚姻。通「婚」。《新唐書．卷二一五．突厥傳上》：「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 
 [形]1. 暗，光線不明。如：「昏暗」、「昏黃」。《文選．左思．吳都賦》：「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紅樓夢．第五回》：

「忽喇喇如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 
3. 不明、不清楚。如：「老眼昏花」。唐．韓愈〈與崔群書〉：「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清．孔尚任《桃花扇．第

八齣》：「我老眼雖昏，早已看真了。」 

4. 不明事理的。如：「昏庸」、「昏君」。 
 [動]1. 喪失知覺。如：「昏迷」、「昏厥」。《聊齋志異．卷一．鬼哭》：「先是，閽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 
2. 迷惑。《呂氏春秋．孟夏紀．誣徒》：「昏於小利，惑於嗜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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