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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適】ㄕ
ˋ
 部首：辵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5 

釋義  [形]舒服、自得。如：「舒適」、「安適」。 
[動]1. 往、至。《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 
2. 女子出嫁。《文選．潘岳．寡婦賦》：「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宋．歐陽修〈江鄰幾墓誌銘〉：「女三人，長適祕書丞蕃
蹭。」 
3. 相合、相當。《後漢書．卷六二．荀爽傳》：「截趾適履，孰云其愚！」宋．蘇軾〈答莫提刑啟〉：「得請江湖，雖適平生之願。」 
4. 順從。《樂府詩集．卷七三．雜曲歌辭十三．古辭．焦仲卿妻》：「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 
5. 貶謫。同「謫」。《漢書．卷八八．儒林傳．序》：「陳涉起匹夫，敺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 
 [副]1. 僅、只。《戰國策．秦策二》：「疑臣者不適三人。」 
2. 偶然、偶爾。《聊齋志異．卷一．賈兒》：「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挂狐尾，乞翁市之。」 
3. 剛才。如：「適才」。《韓非子．內儲》：「王適有言，必可從命。」 
4. 恰巧。《史記．卷一○七．灌夫傳》：「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ㄉㄧˊ

 dí 

字詞  【慣】ㄍㄨㄢˋ 部首：心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4 

釋義  [名]經久養成的習性。如：「抽菸是個壞習慣。」 
[動]1. 嬌寵、縱容。如：「他從小被父親慣壞了。」《紅樓夢．第三八回》：「老太太因為喜歡他，纔慣的他這樣。」 
2. 穿通、通透。同「貫」。《薛仁貴征遼事略》：「臣當一臂慣之，使陛下知臣不老。」《水滸傳．第五九回》：「學成武藝慣心胸。」 
 [副]習以為常。如：「做慣了就不覺得累了。」唐．白居易〈新樂府．新豐折臂翁〉：「慣聽梨園歌管聲，不
識旗槍與弓箭。」 

字詞  【獨】ㄉㄨˊ 部首：犬 部首外筆畫數：13 總筆畫數：16 

釋義  [形]孤單的、單一的。如：「獨子」、「獨木」。《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
兄弟之親，獨身孤立。」 
[副]1. 僅、但、唯、只。如：「獨善其身」。《禮記．禮運》：「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2. 偏偏。《樂府詩集．卷三八．相和歌辭十三．古辭．孤兒行》：「孤子遇生，命獨當苦！」《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身
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3. 一個人的。如：「獨奏」。唐．杜甫〈月夜〉詩：「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4. 專斷、一意孤行。如：「獨斷」、「獨裁」。 
 [名] 老而無子。《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恤鰥寡，存孤獨。」《初刻拍案驚奇．卷二○》：「縱教血染鵑紅，彼蒼不
念煢獨。」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I_4bY&o=e0&sec=sec1&op=sti=%22%E8%88%92%E9%81%A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I_4bY&o=e0&sec=sec1&op=sti=%22%E5%AE%89%E9%81%A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I_4bY&o=e0&sec=sec1&op=sti=%22%E9%81%A9%E6%89%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I_4bY&o=e0&sec=sec1&op=sno=%2202111%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7%8D%A8%E5%AD%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7%8D%A8%E5%96%84%E5%85%B6%E8%BA%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7%8D%A8%E5%A5%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7%8D%A8%E6%96%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7%8D%A8%E8%A3%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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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靈】ㄌㄧㄥˊ 部首：雨 部首外筆畫數：16 總筆畫數：24 

釋義  [名]1. 事神的女巫。《楚辭．屈原．九歌．東皇太一》：「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漢．王逸．注：「靈，謂巫也。」 
2. 鬼神。《詩經．商頌．殷武》：「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唐．孔穎達．正義：「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

卷四下．黔遊日記二》：「此山靈招我，不可失也。」 
3. 魂魄。如：「靈魂」。南朝梁．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願歸靈於上國，雖坎軻而不惜身。」清．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汝旁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4. 人的精神。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情采》：「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 
5. 最精明能幹者。《書經．泰誓上》：「惟人，萬物之靈。」 
6. 靈柩的簡稱。如：「停靈」、「守靈」。《兒女英雄傳．第一七回》：「那口靈就拱在堂屋正中，姑娘跪在靈右，候著還禮。」 
7. 姓。如戰國時晉國有靈輒。 
 [動]1. 明曉事理。《莊子．天地》：「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2. 保佑。《國語．吳語》：「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 
 [形]1. 神妙、奇異。《文選．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 
2. 應驗。《老殘遊記．第四回》：「你老不信，試試我的話，看靈不靈？」 
3. 機敏、不呆滯。如：「機靈」、「心靈手巧」。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卷一○上．滇遊日記十三》：「無霓裳而骨節皆靈，

掩鮫綃而丰神獨迥。」 

4. 美好、善。《文選．潘岳．閑居賦》：「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唐．白居易〈修香山寺記〉：「靈跡勝概，靡不周覽。」 

字詞  【敏】 部首：攴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1 

注音  ㄇㄧㄣˇ 

漢語拼音  mǐn 

釋義  [形]1. 疾速、靈巧。如：「敏捷」、「靈敏」。 
2. 聰慧。如：「聰敏」、「敏慧」。《論語．顏淵》：「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新唐書．卷九六．房玄齡傳》：「玄齡幼警

敏，貫綜墳籍。 
 [副]勤奮、勤勉。《論語．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
「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 
[名]才能。《國語．齊語》：「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9%9D%88%E9%AD%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5%81%9C%E9%9D%8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5%AE%88%E9%9D%8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6%A9%9F%E9%9D%8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5%BF%83%E9%9D%88%E6%89%8B%E5%B7%A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6%95%8F%E6%8D%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9%9D%88%E6%95%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8%81%B0%E6%95%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I75bZ&o=e0&sec=sec1&op=sti=%22%E6%95%8F%E6%85%A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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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旋】ㄒㄩㄢˊ 部首：方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1 

釋義  [動]1. 繞著轉動。如：「盤旋」、「回旋」。唐．白居易〈長恨歌〉：「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 
2. 回、歸。如：「凱旋歸來」。唐．李商隱〈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玉輦望南斗，未知何日旋。」宋．汪藻〈己酉亂後寄常州使君

姪〉詩：「草草官軍渡，悠悠敵騎旋。」 
3. 小便。唐．韓愈〈張中丞傳後敘〉：「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 

  
 [副]1. 立刻、很快的。如：「旋即」。唐．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詩：「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宋．蘇

軾〈浣溪沙．旋抹紅妝看使君〉詞：「旋抹紅妝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挨踏破蒨羅裙。」 
2. 又、再。宋．晁補之〈八六子．喜秋晴〉詞：「醉休醒，醒來舊愁旋生。」 
 [連]表示同時做兩件事。唐．章碣〈陪浙西王侍郎夜宴〉詩：「旋看歌舞旋傳杯。」 ㄒㄩㄢˋ xuàn 

字詞  【律】ㄌㄩˋ 部首：彳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9 

釋義  [名]1. 法令、法則。如：「法律」。《易經．師卦．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議對》：「田穀

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 
2. 格式、規則。如：「定律」、「格律」。《淮南子．覽冥》：「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唐．杜甫〈遣悶戲呈路十九曹

長〉詩：「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 
3. 中國古代音樂十二律中的陽律。如：「律呂」。 
4. 節奏。如：「旋律」、「音律」、「韻律」。 
5. 律詩的簡稱。如：「五律」、「七律」。 
6. 姓。如漢代有律子公。 
 [動]1. 約束。如：「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韓非子．難四》：「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金史卷一一

○．楊雲翼傳》：「自律甚嚴，其待人則寬。」 
2. 效法、遵守。《禮記．中庸》：「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唐．劉禹錫〈和李六侍御文宣王廟釋奠作〉詩：「有心律天道，無位救

陵夷。」 
 [形]山勢高大險峻。參見「律律」條。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7%9B%A4%E6%97%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5%9B%9E%E6%97%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6%97%8B%E5%8D%B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no=%2207389%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6%B3%95%E5%BE%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5%AE%9A%E5%BE%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6%A0%BC%E5%BE%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5%BE%8B%E5%91%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6%97%8B%E5%BE%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9%9F%B3%E5%BE%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9%9F%BB%E5%BE%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4%BA%94%E5%BE%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4%B8%83%E5%BE%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36ba&o=e0&sec=sec1&op=sti=%22%E5%BE%8B%E5%BE%8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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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芬】ㄈㄣ 部首：艸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8 

釋義  [名]1. 香氣。如：「含芳吐芬」。《楚辭．屈原．離騷》：「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 。」晉．傅咸〈感別賦〉：「分綢繆

而日新，蘭蕙含芬。」 
2. 借指好名聲、好德性。《文選．陸機．文賦》：「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晉書．卷七四．桓彝傳．史臣曰》：「揚芬

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 
3. 姓。如周代有芬質。 
 [形]隆起的樣子。通「墳」。《管子．地員》：「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唐．尹知章．注：「芬然，壤起貌。」 
[副]眾多。通「紛」。《漢書．卷二二．禮樂志》：「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唐．顏師古．注：「芬亦謂眾
多。」 

字詞  【曾】ㄘㄥˊ 部首：曰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2 

釋義  [副]嘗、已經。表示行為、動作已經發生、進行過。如：「似曾相識」。《公羊傳．閔公元年》：「莊公存之
時，樂曾淫于宮中。」《史記．卷一○一．爰盎 錯傳》：「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 
[形]1. 重疊的、一重一重的。通「層」。唐．杜甫〈成都府〉詩：「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 
2. 深。《文選．郭璞．江賦》：「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洸，瀇滉淵泫。」 ㄗㄥ zēng 

字詞  【伐】ㄈㄚ 部首：人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6 

釋義  [動]1. 砍。如：「伐木」、「砍伐」。《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2. 征討、攻打。《左傳．莊公十年》：「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 
3. 自誇。《論語．公冶長》：「願無伐善，無施勞。」《淮南子．脩務》：「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 
4. 割除。《聊齋志異．卷一．嬌娜》：「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 
 [名]1. 功績、功勞。《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資治通鑑．卷九七．晉紀十九．穆帝永和

元年》：「今戎事方興，勛伐既多，官未可滅。」 
2. 媒人。《儒林外史．第六回》：「周親家家，就是靜齋先生執柯作伐。」 （又音）ㄈㄚˊ fá 

字詞  【湖】ㄏㄨˊ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1. 被陸地包圍，匯集大水的地方。如：「太湖」、「洞庭湖」、「鄱陽湖」、「三江五湖」。 
2. 姓。如宋代有湖沐。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Iz7bb&o=e0&sec=sec1&op=sti=%22%E4%BC%BC%E6%9B%BE%E7%9B%B8%E8%AD%9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Iz7bb&o=e0&sec=sec1&op=sno=%2209572%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Iz7bb&o=e0&sec=sec1&op=sti=%22%E4%BC%90%E6%9C%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Iz7bb&o=e0&sec=sec1&op=sti=%22%E7%A0%8D%E4%BC%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Iz7bb&o=e0&sec=sec1&op=sno=%220152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v8bc&o=e0&sec=sec1&op=sti=%22%E5%A4%AA%E6%B9%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v8bc&o=e0&sec=sec1&op=sti=%22%E6%B4%9E%E5%BA%AD%E6%B9%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v8bc&o=e0&sec=sec1&op=sti=%22%E9%84%B1%E9%99%BD%E6%B9%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v8bc&o=e0&sec=sec1&op=sti=%22%E4%B8%89%E6%B1%9F%E4%BA%94%E6%B9%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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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絢】ㄒㄩㄢˋ 部首：糸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12 

釋義  [形]文綵華麗。南朝梁．江淹〈為始安王拜兗州刺史章〉：「絢服騰炤，懋冊凝芬。」 

[動]1. 點綴、照耀。《文選．左思．蜀都賦》：「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唐．劉禹錫〈省試風光草際浮〉詩：「含煙絢碧彩，

帶露如珠綴。」 

2. 迷惑、迷亂。《清平山堂話本．刎頸鴛鴦會》：「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 

字詞  【勢】ㄕˋ 部首：力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1. 權力。如：「有錢有勢」、「仗勢欺人」。《書經．君陳》：「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2. 威力。如：「火勢」、「風勢」。 

3. 動作的狀態。如：「手勢」、「姿勢」。 

4. 形貌。如：「山勢」、「地勢」。 

5. 情形、狀況。如：「時勢」、「局勢」。 

6. 機會。《孟子．公孫丑上》：「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7. 雄性動物的生殖器官。如：「去勢」。《晉書．卷三○．刑法志》：「盜淫者割其勢。」 

字詞  【盡】ㄐㄧㄣˋ 部首：皿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4 

釋義  [動]1. 完結、終止。如：「取之不盡」、「無窮無盡」、「冬盡春來」。唐．李商隱〈無題〉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

淚始乾。」 

2. 全部用出，竭力、努力完成。如：「竭盡所能」、「盡其所長」。《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3. 死亡。如：「自盡」。《文選．陶淵明．歸去來辭》：「聊乘化以歸盡。」唐．李善．注：「盡謂之死。」 

4. 隱沒。唐．王之渙〈登鸛鵲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形]完備。如：「詳盡」。 

[副]1. 全部、都。如：「應有盡有」、「盡在不言中」。《左傳．昭公二年》：「周禮盡在魯矣。」 

2. 極端、達到極限。如：「盡善盡美」。《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6%9C%89%E9%8C%A2%E6%9C%89%E5%8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4%BB%97%E5%8B%A2%E6%AC%BA%E4%BA%B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7%81%AB%E5%8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9%A2%A8%E5%8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6%89%8B%E5%8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5%A7%BF%E5%8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5%B1%B1%E5%8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5%9C%B0%E5%8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6%99%82%E5%8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5%B1%80%E5%8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5%8E%BB%E5%8B%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7%84%A1%E7%AA%AE%E7%84%A1%E7%9B%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7%9B%A1%E5%85%B6%E6%89%80%E9%95%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8%87%AA%E7%9B%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8%A9%B3%E7%9B%A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6%87%89%E6%9C%89%E7%9B%A1%E6%9C%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7%9B%A1%E5%96%84%E7%9B%A1%E7%BE%8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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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伍】ㄨˇ 部首：人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6 

釋義  [名]1. 古代軍隊的編制單位，以五人為一伍。明．張自烈《正字通．人部》：「伍，軍法五人為伍。」《周禮．天官．宮正》：「會

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2. 軍隊。如：「入伍」。唐．杜牧〈原十六衛〉：「籍藏將府，伍散田畝。」 

3. 古代基層的戶政編制單位，以五家為一伍。《左傳．襄公三十年》：「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管子．乘馬》：「五家而伍，十

家而連。」 

4. 五的大寫。 

5. 姓。如春秋時楚國有伍子胥。 

 [動]雜處、參雜。《荀子．議兵》：「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唐．楊倞．注：「伍參，猶錯雜也。」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r9bd&o=e0&sec=sec1&op=sti=%22%E5%85%A5%E4%BC%8D%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