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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尚】ㄕㄤˋ 部首：小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8 

釋義  [動]1. 尊崇、仰慕。如：「尚文」、「尚武」。《墨子．尚賢上》：「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 
2. 主管其事。通「掌」。《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 
3. 仰攀婚姻。《史記．卷八七．李斯傳》：「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 
 [副]1. 猶、還。如：「他至今尚未結婚。」《詩經．大雅．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 
2. 尚且、況且。《老子．第二三章》：「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3. 希望，表示祈求。如：「尚饗」。唐．韓愈〈汴州東 西水門記〉：「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
所始。」 
 [名]姓。如漢代有尚長。 

字詞  【較】ㄐㄧㄠˋ 部首：車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13 

釋義  [動]事物相比評。如：「較量」、「斤斤計較」、「長短相較」。 
[副]1. 略、稍。如：「較高」、「較好」、「較多」。 
2. 顯明。《漢書．卷八五．谷永傳》：「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 
 [名]1. 概略、大概。宋．錢公輔〈義田記〉：「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2. 姓。如清代有較無恭。 （ 之又音）ㄐㄧㄠˇ ㄐㄩㄝˊ  

字詞  【佛】ㄈㄛˊ 部首：人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7 

釋義  [名]1. 佛陀的簡稱。參見「佛陀-佛教指證悟宇宙真理，解脫一切煩惱的人。為梵語 buddha的音譯。《魏書．
卷一一四．釋老志》：「桓帝時，襄楷言佛陀、黃老道以諫，欲令好生惡殺，少嗜慾，去奢泰，尚無為。」也作
「浮屠」、「浮圖」、「佛馱」。」條。《西遊記．第八回》：「但見那三千諸佛、五百阿羅、八大金剛、無邊菩薩，
一個個都執著幢幡寶蓋。」 
2. 參見「佛教-世界五大宗教之一，為釋迦牟尼佛所創。主張生命是痛苦的，一切是無常的，只有息滅貪、瞋、
痴，證得圓滿智慧，才能得究竟解脫。佛教流傳至今，主要的教學系統：一、南傳佛教，盛行於斯里蘭卡、泰
國、緬甸等。二、北傳佛教，包括漢傳佛教及西藏佛教。佛教信徒分布世界各地，但主要以亞洲為主。」條。 
 [形]如佛一般的仁慈、和氣。如：「佛口蛇心」。 ㄅㄧˋ ㄈㄨˊ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I57W5&o=e0&sec=sec1&op=sti=%22%E5%B0%9A%E6%AD%A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TI57W5&o=e0&sec=sec1&op=sti=%22%E5%B0%9A%E9%A5%97%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I14W6&o=e0&sec=sec1&op=sti=%22%E8%BC%83%E9%87%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I14W6&o=e0&sec=sec1&op=sti=%22%E6%96%A4%E6%96%A4%E8%A8%88%E8%BC%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I14W6&o=e0&sec=sec1&op=sti=%22%E8%BC%83%E5%A5%B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I14W6&o=e0&sec=sec1&op=sno=%220565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fI14W6&o=e0&sec=sec1&op=sno=%220565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4%BD%9B%E9%99%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8OgyX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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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gyX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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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gyXD&o=e0&sec=sec1&op=sti=%22%E4%BD%9B%E9%A6%B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4%BD%9B%E6%95%9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4%BD%9B%E5%8F%A3%E8%9B%87%E5%BF%8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no=%2200358%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no=%2200358%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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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遙】ㄧㄠˊ 部首：辵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4 

釋義  [形]1. 遠。如：「遙遠」、「遙不可及」。五代十國南唐．李煜〈清平樂．別來春半〉詞：「雁來音信無憑，路
遙歸夢難成。」 
2. 長。《文選．何劭．雜詩》：「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唐．李白〈南奔書懷〉詩：「遙夜何漫漫，空歌
白石爛。」 

字詞  【租】ㄗㄨ 部首：禾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0 

釋義  [名]1. 田賦。《說文解字．禾部》：「租，田賦也。」《漢書．卷四．文帝紀》：「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 
2. 稅捐。《史記．卷一○二．張釋之傳》：「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 
3. 出借房屋、物品等所收取的報酬費用。如：「房租」、「收租」。 
 [動]以一定的代價出借或借用他人物品、房地。如：「吉屋出租」。《紅樓夢．第四回》：「偏生這拐子又租了
我們的房舍居住。」 

字詞  【量】ㄌㄧㄤˋ 部首：里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2 

釋義  [名]1. 計算物體數量的器具。如斗、斛等。《廣韻．去聲．漾韻》：「量，合、斗、斛。」《漢書．卷二一．律
歷志上》：「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 
2. 能容納事物的限度。如：「容量」、「器量」。《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時左將軍劉備以亮
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宋．劉子翬〈夜飲〉詩：「沉沉玉巵酒，量淺難負荷。」 
3. 數量、數目。如：「含量」、「流量」、「重量」、「降雨量」。 
 [動]估計、審度。如：「不自量力」、「量入為出」。《孟子．公孫丑上》：「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ㄌㄧㄤˊ  

字詞  【夠】ㄍㄡˋ 部首：夕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1 

釋義  [副]1. 表示達到一定的數目。如：「這點錢不夠買件衣服。」、「這瓶飲料只夠一個人喝。」 
2. 表示達到適當程度。如：「夠快」、「夠好」、「菜夠不夠鹹？」、「戲演得夠不夠棒？」 
3. 膩、厭煩。如：「受夠」、「大魚大肉我已經吃夠了。」、「這種話我聽夠了。」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9%81%99%E9%81%A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9%81%99%E4%B8%8D%E5%8F%AF%E5%8F%8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6%88%BF%E7%A7%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6%94%B6%E7%A7%9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5%AE%B9%E9%87%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5%99%A8%E9%87%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5%90%AB%E9%87%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6%B5%81%E9%87%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9%87%8D%E9%87%8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4%B8%8D%E8%87%AA%E9%87%8F%E5%8A%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ti=%22%E9%87%8F%E5%85%A5%E7%82%BA%E5%87%BA%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no=%2203664%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Ix5W7&o=e0&sec=sec1&op=sno=%2203664%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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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缽】ㄅㄛ 部首：缶 部首外筆畫數：5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梵語ｐāｔｒａ音譯的省稱。出家人盛飯食的器具。《晉書．卷六五．佛圖澄傳》：「澄即取缽盛水，燒

香咒之。」 

2. 泛稱可盛酒、裝東西或洗滌東西的圓形金屬或陶瓷用具。如：「酒缽」、「飯缽」。 

字詞  【緣】ㄩㄢˊ 部首：糸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5 

釋義  [名]1. 衣服的花邊。《戰國策．齊策四》：「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後漢書．卷一○．皇

后紀上．明德馬皇后紀》：「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2. 器物的邊沿。《周書．卷一八．王羆傳》：「嘗有臺使，羆為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唐．李商隱〈贈子

直花下〉詩：「屏緣蝶留粉，窗油蜂印黃。」 

3. 原因。如：「無緣無故」。 

4. 人與人或事物之間遇合的機會。《史記．卷一○四．田叔傳》：「（任安）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

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唐．杜甫〈清明〉詩二首之一：「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 

 [動]1. 攀爬。《孟子．梁惠王上》：「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

卷一．遊天台山日記》：「余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緣崖，蓮舟不能從。」 

2. 圍繞。《荀子．議兵》：「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三國魏．曹植〈苦思行〉：「綠蘿緣玉樹，光曜粲相

暉。」 

3. 沿、循。晉．陶淵明〈桃花源記〉：「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南史．卷二．宋文帝本紀》：「壬午，內外

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艫相接。」 

4. 憑藉。《荀子．正名》：「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後漢書．卷五四．楊震傳》：「安

帝乳母王聖，因保養勤，緣恩放恣。」 

 [介]因為、由於。唐．杜甫〈客至〉詩：「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宋．蘇軾〈題西林壁〉詩：「不

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ㄩㄢ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t.W8&o=e0&sec=sec1&op=sti=%22%E7%84%A1%E7%B7%A3%E7%84%A1%E6%95%8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It.W8&o=e0&sec=sec1&op=sno=%2211809%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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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宿】ㄙㄨˋ 部首：宀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1 

釋義  [名]1. 供休止的處所。如：「宿舍」。《周禮．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2. 國名。在今山東省東平縣東。 

3. 姓。如漢代有宿詳。 

 [動]1. 住夜。《論語．微子》：「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 

2. 停留。《漢書．卷五二．韓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 

3. 安、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官宿其業，其物乃至。」晉．杜預．注：「宿，猶安也。」 

 [形]1. 舊的、積久的。如：「宿怨」、「宿憂」。《漢書．卷七○．陳湯傳》：「雪邊吏之宿恥。」 

2. 隔夜的。如：「宿雨」、「宿醉」。《鏡花緣．第四回》：「睡到黎明，宿酒已消。」 

3. 前世的。如：「宿緣」。 

4. 平日的。通「夙」。《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傳．王霸妻傳》：「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 

 [副]1. 素來、平時。《後漢書．卷五七．劉陶傳》：「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 

2. 早先。《管子．地圖》：「宿定所征伐之國。」唐．尹知章．注：「宿，猶先也。」 ㄒㄧㄡˋ ㄒㄧㄡˇ 

字詞  【霜】ㄕㄨㄤ 部首：雨 部首外筆畫數：9 總筆畫數：17 

釋義  [名]1. 接近地面的水蒸氣，遇冷而凝結成白色的結晶顆粒。《詩經．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清．方苞〈左忠毅公軼事〉：「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 

2. 白色如霜的粉末或膏脂。如：「砒霜」、「面霜」。 

 [形]白色的。唐．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字詞  【毅】ㄧˋ 部首：殳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5 

釋義  [形]1堅定、果決。《說文解字．殳部》：「毅，有決也。」如：「剛毅」、「果毅」。《論語．泰伯》：「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三國魏．何晏．集解：「毅，強而能斷也。」 

2. 嚴厲。《韓非子．內儲說上》：「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 ？』」《新唐書．卷

一二四．宋璟傳》：「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p_W9&o=e0&sec=sec1&op=sti=%22%E5%AE%BF%E8%88%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p_W9&o=e0&sec=sec1&op=sti=%22%E5%AE%BF%E6%80%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p_W9&o=e0&sec=sec1&op=sti=%22%E5%AE%BF%E9%9B%A8%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p_W9&o=e0&sec=sec1&op=sti=%22%E5%AE%BF%E9%86%8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p_W9&o=e0&sec=sec1&op=sti=%22%E5%AE%BF%E7%B7%A3%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p_W9&o=e0&sec=sec1&op=sno=%2207060%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p_W9&o=e0&sec=sec1&op=sno=%2207060%22.&v=-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DIp_W9&o=e0&sec=sec1&op=sti=%22%E7%A0%92%E9%9C%9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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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慚】ㄘㄢˊ 部首：心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4 

釋義  [形]羞愧。如：「大言不慚」。《書經．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聊齋志異．卷三．連

瑣》：「與楊略話，見女慚懼可憐，乃出，分手去。」 

字詞  【愧】ㄎㄨㄟˋ 部首：心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3 

釋義  [動]1. 因理虧或做錯事，而感到難為情。如：「慚愧」、「愧不敢當」。唐．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詩：「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明．宋濂〈秦士錄〉：「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 

2. 辱人而使之感到羞慚。《禮記．表記》：「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後漢書．

卷二四．馬援傳》：「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3. 辜負、對不起。清．方苞〈左忠毅公軼事〉：「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形]羞慚。如：「面有愧色」。 

字詞  【慮】ㄌㄩˋ 部首：心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5 

釋義  [名]1. 謀思、打算。《論語．衛靈公》：「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2. 心思、意念。《孟子．告子下》：「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楚辭．屈原．卜居》：「心煩慮亂，不知

所從。」 

3. 姓。如春秋時有慮癸。 

 [動]1. 思考、謀算。如：「考慮」。《詩經．小雅．雨無正》：「旻天疾威，弗慮弗圖。」漢．鄭玄．注：「慮、

圖，皆謀也。」《漢書．卷六○．杜周傳》：「微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 

2. 擔憂、憂愁。如：「顧慮」、「憂慮」。《漢書．卷二九．溝洫志》：「浩浩洋洋，慮殫為河。」唐．顏師古．

注：「慮，猶恐也。」三國蜀．諸葛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言〉：「先王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

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3. 審察。《聊齋志異．卷七．冤獄》：「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怒目視令而大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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