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上第 10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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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頸】ㄐㄧㄥ
ˇ
 部首：頁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6 

釋義  [名]1. 頭與軀幹相連的部分。如：「引頸而望」。《莊子．馬蹄》：「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 

2. 器物瓶口下如人頸的部分。如：「瓶頸」。《禮記．投壺》：「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 ㄍㄥ
ˇ
 gěng 

字詞  【濟】ㄐㄧˋ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14 總筆畫數：17 

釋義  [動]1. 過河、渡河。《文選．曹植．贈白馬王彪詩》：「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唐．李白〈行路難〉三首之一：「長風破浪

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2. 救助。如：「救濟」、「濟助」、「濟弱扶傾」、「劫富濟貧」、「緩不濟急」。 

3. 助益。如：「無濟於事」。 ㄐㄧˇ jǐ 

字詞  【徵】ㄓㄥ 部首：彳 部首外筆畫數：12 總筆畫數：15 

釋義  [動]1. 召集。如：「徵兵」。《史記．卷一．五帝本紀》：「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2. 責問、詢問。如：「徵詢意見」。《左傳．僖公四年》：「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卷九

上．滇遊日記十》：「即徵其地名，據云：為鳳田總府莊。」 

3. 驗證、證明。《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4. 公開尋求、招請。如：「徵婚」、「徵文」、「誠徵女工」。 

5. 課取、收取。如：「徵稅」。《周禮．地官．閭師》：「以歲時徵野之貢賦。」《左傳．昭公二十年》：「布常無藝，徵斂無度。」 

 [名]1. 預兆、跡象。如：「吉徵」、「凶徵」。《史記．卷四．周本紀》：「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2. 姓。如三國時吳國有徵崇。 ㄓˇ zhǐ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ti=%22%E7%93%B6%E9%A0%B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no=%2204128%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ti=%22%E6%95%91%E6%BF%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ti=%22%E6%BF%9F%E5%8A%A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ti=%22%E6%BF%9F%E5%BC%B1%E6%89%B6%E5%82%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ti=%22%E5%8A%AB%E5%AF%8C%E6%BF%9F%E8%B2%A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ti=%22%E7%B7%A9%E4%B8%8D%E6%BF%9F%E6%80%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ti=%22%E7%84%A1%E6%BF%9F%E6%96%BC%E4%BA%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no=%2205413%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ti=%22%E5%BE%B5%E5%85%B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ti=%22%E5%BE%B5%E5%A9%9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ti=%22%E5%BE%B5%E6%96%8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ti=%22%E5%BE%B5%E7%A8%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03iBk&o=e0&sec=sec1&op=sno=%2207539%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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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融】ㄖㄨㄥˊ 部首：虫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6 

釋義  [動]1. 炊煮時，火氣上升消散。《說文解字．鬲部》：「融，炊气上出也。」 

2. 消溶、溶化。唐．盧仝〈酬願公雪中見寄〉詩：「梅柳意卻活，園圃冰始融。」宋．王安石〈北山道人栽松〉詩：「陽坡風暖雪

初融，度谷遙看積翠重。」 

3. 調和。如：「水乳交融」。 

4. 流通。如：「融通資金」。《文選．何晏．景福殿賦》：「雲行雨施，品物咸融。」 

 [形]1. 和樂。如：「其樂融融」。 

2. 長久。《文選．蔡邕．郭有道碑文》：「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 

 [名]傳說中的火神。即祝融。《墨子．非攻下》：「天命融隆火。」《國語．周語上》：「昔夏之興也，融

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耹隧。」 

字詞  【阻】ㄗㄨˇ 部首：阜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8 

釋義  [名]1. 險要的地方。《說文解字．阜部》：「阻，險也。」如：「天阻」、「險阻」。《文選．班固．西都賦》：「左據函谷、

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 

2. 障礙。如：「路阻」、「通行無阻」。 

 [動]1. 妨礙、隔斷。如：「阻隔」、「阻礙」。唐．杜甫〈遣興〉詩五首之五：「煙塵阻長河，樹羽成皋間。」 

2. 攔、擋。如：「攔阻」、「遏阻」。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卷二下．楚遊日記》：「風與水交逼，而火復為阻，遂捨之出。」 

3. 推辭、拒絕。如：「推三阻四」。《詩經．邶風．谷風》：「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4. 依恃、依仗。《左傳．隱公四年》：「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文選．潘岳．馬汧督誄》：「蠢蠢犬羊，阻眾陵寡。」 

5. 懷疑、疑惑。《左傳．閔公二年》：「是服也，狂夫阻之。」三國魏．嵇康〈與呂長悌絕交書〉：「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 

 [形]艱險難行。《文選．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明．徐弘祖《徐霞客

遊記．卷八上．滇遊日記八》：「以壁削路阻，不得達。」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6%B0%B4%E4%B9%B3%E4%BA%A4%E8%9E%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5%85%B6%E6%A8%82%E8%9E%8D%E8%9E%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5%A4%A9%E9%98%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9%9A%AA%E9%98%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9%80%9A%E8%A1%8C%E7%84%A1%E9%98%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9%98%BB%E9%9A%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9%98%BB%E7%A4%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6%94%94%E9%98%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9%81%8F%E9%98%B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6%8E%A8%E4%B8%89%E9%98%BB%E5%9B%9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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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器】ㄑㄧˋ 部首：口 部首外筆畫數：13 總筆畫數：16 

釋義  [名]1. 用具的總稱。如：「陶器」、「容器」、「兵器」、「投鼠忌器」。《易經．繫辭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

者尚其占。」《論語．衛靈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 度量、胸懷。如：「器度寬廣」、「器量弘深」。《論語．八佾》：「管仲之器小哉？」 

3. 才能、能力。如：「大器晚成」。《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 

4. 器官。如：「生殖器」。 

5. 姓。如商代有器氏尊。 

 [動]重視、看重。如：「器重」。《後漢書．卷四六．陳寵傳》：「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

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字詞  【震】ㄓㄣˋ 部首：雨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5 

釋義  [動]1. 雷擊。《春秋．僖公十五年》：「己卯晦，震伯夷之廟。」《史記．卷三．殷本紀》：「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武乙震

死。」 

2. 動盪。如：「名震天下」。《國語．周語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3. 恐懼、害怕。《易經．震卦．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文選．潘岳．藉田賦》：「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

震。」 

4. 發怒。漢．揚雄《太玄經．卷二．釋卦》：「震于廷，和正俱亡也。」 

 [名]1. 疾雷。《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熚熚震電，不寧不令。」 

2. 《易經》卦名：(1) 八卦之一。卦形是☳。代表雷電。(2) 六十四卦之一。震（☳）下震（☳）上。表示君子體察到雷電交相而

來的現象，即以恐懼之心，修養其身。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9%99%B6%E5%99%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5%AE%B9%E5%99%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5%85%B5%E5%99%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6%8A%95%E9%BC%A0%E5%BF%8C%E5%99%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5%A4%A7%E5%99%A8%E6%99%9A%E6%88%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7%94%9F%E6%AE%96%E5%99%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0zjBl&o=e0&sec=sec1&op=sti=%22%E5%99%A8%E9%87%8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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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跨】ㄎㄨㄚˋ 部首：足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13 

釋義  [動]1. 舉步移動。如：「向右橫跨一步。」 
2. 乘、騎。《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褲白虎，被豳文，跨野馬。」宋．陸游〈謁石犀廟〉詩：「興亡俱昨夢，惆悵跨

驢歸。」 
3. 越過。《左傳．昭公十三年》：「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晉．杜預．注：「跨，過

其上也。」 
4. 超出、勝過。唐．杜甫．戲為六絕句六首之四：「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 
5. 兼及。如：「跨組」、「跨行」。《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 
6. 統馭、占有。《國語．晉語一》：「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三國吳．韋昭．注：「跨，猶據也。」《史記．卷八七．李斯傳》：

「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7. 橫架其上。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卷三上．粵西遊記》：「二水合而西南，則又觀音橋跨之。」 
8. 懸掛、佩戴。《水滸傳．第四五回》：「石秀捉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來辭潘公。」 
 [名]兩腿之間。通「胯」。《漢書．卷三四．韓信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 

字詞  【煙】ㄧㄢ 部首：火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1. 物質燃燒時所產生的氣狀物。《說文解字．火部》：「煙，火氣也。」如：「炊煙」、「狼煙」。唐．王維〈使至塞上〉

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2. 山川間像煙一樣的水氣。如：「雲煙」、「煙嵐」。《文選．左思．吳都賦》：「飛爓浮煙，載霞載陰。」 
3. 煙氣所凝結而成的黑灰，常用以製墨。如：「油煙」、「桐煙」、「鍋煙」。《文選．曹植．樂府詩》：「墨出青松煙，筆出

狡兔翰。」 
4. 特指鴉片。如：「煙土」、「大煙」、「抽大煙」。 
5. 通「菸」。 

字詞  【塔】ㄊㄚˇ 部首：土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3 

釋義  [名]1. 形高頂尖的建築物，築於佛寺內用以藏舍利和經卷等。源出於印度。層數多為單數，用木、磚、石等材料建成。也稱為「佛
圖」、「浮圖」、「浮屠」、「窣堵波」。 
2. 高聳而形狀似塔的建築物。如：「燈塔」、「水塔」、「瞭望塔」、「金字塔」。 
3. 一種西式點心。為英語 tart的音譯。指上層無皮露餡的小甜餅或水果派。如：「蛋塔」、「椰子塔」。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0_gBm&o=e0&sec=sec1&op=sti=%22%E8%B7%A8%E8%A1%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0_gBm&o=e0&sec=sec1&op=sti=%22%E7%82%8A%E7%85%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0_gBm&o=e0&sec=sec1&op=sti=%22%E7%8B%BC%E7%85%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0_gBm&o=e0&sec=sec1&op=sti=%22%E9%9B%B2%E7%85%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0_gBm&o=e0&sec=sec1&op=sti=%22%E7%85%99%E5%B5%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0_gBm&o=e0&sec=sec1&op=sti=%22%E6%B2%B9%E7%85%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0_gBm&o=e0&sec=sec1&op=sti=%22%E9%8D%8B%E7%85%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0_gBm&o=e0&sec=sec1&op=sti=%22%E7%85%99%E5%9C%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0_gBm&o=e0&sec=sec1&op=sti=%22%E5%A4%A7%E7%85%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4%BD%9B%E5%9C%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4%BD%9B%E5%9C%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6%B5%AE%E5%9C%9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6%B5%AE%E5%B1%A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7%87%88%E5%A1%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6%B0%B4%E5%A1%9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9%87%91%E5%AD%97%E5%A1%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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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訊】ㄒㄩㄣˋ 部首：言 部首外筆畫數：3 總筆畫數：10 

釋義  [動]1. 詢問。《說文解字．言部》：「訊，問也。」《詩經．小雅．正月》：「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文選．陸機．文賦》：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 
2. 審問。如：「審訊」、「偵訊」。《莊子．列禦寇》：「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左

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 
3. 責問、指責。《國語．吳語》：「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 
4. 諫告、告訴。《詩經．陳風．墓門》：「夫也不良，歌以訊之。」三國魏．嵇康〈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一八章之一一：「仰訊

高雲，俯託輕波。」 
 [名]消息、信息。如：「喜訊」、「問訊」。唐．元稹〈酬樂天早春閑遊西湖〉詩：「故交音訊少，歸夢往
來頻。」 

字詞  【隆】ㄌㄨㄥˊ部首：阜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2 

釋義  [形]1. 豐富、盛大。如：「隆重」。《淮南子．繆稱》：「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 
2. 深厚。如：「隆冬」、「隆恩」、「隆情厚誼」。 
3. 興起、興盛。如：「興隆」、「隆盛」。 
4. 高起的。如：「隆起」。《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 
 [動]1. 增高。如：「隆鼻」。《戰國策．齊策一》：「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 
2. 崇尚、尊崇。《荀子．勸學》：「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宋．王之道〈漁家傲．老老恩波今及老〉詞：「隆孝道，

慕踰五十前王少。」 
 [狀]形容雷聲或爆炸聲。如：「只聽到轟隆一聲巨響，整排房子夷為平地。」漢．王充《論衡．雷虛》：「隆
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 
[名]姓。如明代有隆光祖。 

字詞  【棟】ㄉㄨㄥˋ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1. 房屋的正梁。《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於鄭國，棟也。」《國語．魯語上》：「不厚其棟，不能任重。」 
2. 量詞。計算房屋建築物的單位。如：「一棟房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5%AF%A9%E8%A8%8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5%81%B5%E8%A8%8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5%96%9C%E8%A8%8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5%95%8F%E8%A8%8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9%9A%86%E9%87%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9%9A%86%E5%86%A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9%9A%86%E6%81%A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8%88%88%E9%9A%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9%9A%86%E7%9B%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9%9A%86%E8%B5%B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07hBn&o=e0&sec=sec1&op=sti=%22%E9%9A%86%E9%BC%B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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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疊】ㄉㄧㄝˊ 部首：田 部首外筆畫數：17 總筆畫數：22 

釋義  [動]1. 堆聚、累積。如：「堆疊」、「疊羅漢」、「疊石為山」。宋．文天祥〈正氣歌．序〉：「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

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 

2. 用手折疊。如：「疊被」。《紅樓夢．第七一回》：「鳳姐在樓上看著人收送來的新圍屏，只有平兒在房裡與鳳姐疊衣服。」 

3. 振、振動。《文選．左思．吳都賦》：「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鏡花緣．第一九回》：「只好疊著精神，穩著步兒，探著腰

兒，挺著胸兒，直著頸兒，一步一趨，望前而行。」 

4. 擊、輕敲。《文選．謝朓．鼓吹曲》：「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唐．李善．注：「小擊鼓謂之疊。」 

 [名]1. 量詞：(1) 計算重疊堆積物的單位。如：「一疊紙」、「兩疊文件」。(2) 計算層層山巒的單位。唐．許渾〈歲暮自廣江

至新興往復中題峽山寺〉詩四首之二：「水曲巖千疊，雲重樹百層。」(3) 計算歷史劃分時期的單位。《文選．左思．吳都賦》：「 雖

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4) 計算樂曲章節的重複吟唱或演奏的單位。如：「陽關三疊」。唐．白居易〈聽歌．何滿子〉：「一

曲四調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清．洪昇《長生殿．第一六齣》：「霓裳散序昨已奏過，羽衣第二疊，可曾演熟？」 

2. 日本人稱室內鋪地的蓆子為「疊」，並以二疊合為一坪，用來計算室內的大小。 

 [形]一層一層的。如：「疊峰」、「疊浪」、「重巖疊嶂」。 

[副]重複。宋．岳飛〈奉詔移偽齊檄〉：「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清史稿．卷二二．穆宗本紀二》：「丙

辰，以水旱疊見，詔修省。」 

字詞  【橋】ㄑㄧㄠˊ 部首：木 部首外筆畫數：12 總筆畫數：16 

釋義  [名]1. 架在河面上接通兩岸的建築物。《說文解字．木部》：「橋，水梁也。」如：「吊橋」、「長橋臥波」、「鐵橋」、「獨

木橋」。宋．陸游〈沈園〉詩二首之一：「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2. 建在市區交通要道上，像橋梁一樣的建築物。如：「天橋」、「陸橋」。 

3. 一種喬木。參見「橋梓」條。 

4. 姓。如漢代有橋玄。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0HuBo&o=e0&sec=sec1&op=sti=%22%E5%A0%86%E7%96%8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0HuBo&o=e0&sec=sec1&op=sti=%22%E7%96%8A%E7%BE%85%E6%BC%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0HuBo&o=e0&sec=sec1&op=sti=%22%E7%96%8A%E8%A2%A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0HuBo&o=e0&sec=sec1&op=sti=%22%E9%99%BD%E9%97%9C%E4%B8%89%E7%96%8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0HuBo&o=e0&sec=sec1&op=sti=%22%E9%87%8D%E5%B7%96%E7%96%8A%E5%B6%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0HuBo&o=e0&sec=sec1&op=sti=%22%E5%90%8A%E6%A9%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0HuBo&o=e0&sec=sec1&op=sti=%22%E9%90%B5%E6%A9%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0HuBo&o=e0&sec=sec1&op=sti=%22%E7%8D%A8%E6%9C%A8%E6%A9%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0HuBo&o=e0&sec=sec1&op=sti=%22%E7%8D%A8%E6%9C%A8%E6%A9%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0HuBo&o=e0&sec=sec1&op=sti=%22%E5%A4%A9%E6%A9%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0HuBo&o=e0&sec=sec1&op=sti=%22%E9%99%B8%E6%A9%8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0HuBo&o=e0&sec=sec1&op=sti=%22%E6%A9%8B%E6%A2%9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