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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昆】ㄎㄨㄣ 部首：日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8 

釋義  [名]1. 兄。《詩經．王風．葛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漢．毛亨．傳：「昆，兄也。」唐．杜甫〈彭衙
行〉：「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 
2. 後嗣、子孫。《書經．仲虺之誥》：「垂裕後昆。」漢．孔安國．傳：「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形]群、眾多。《漢書．卷一○．成帝紀》：「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唐．顏師古．注：「昆，眾也。
昆蟲，言眾蟲也。」 
[副]同。《文選．揚雄．羽獵賦》：「群娭乎其中，噍噍昆鳴。」 

字詞  【淳】ㄔㄨㄣˊ 部首：水 部首外筆畫數：8 總筆畫數：11 

釋義  [形]1. 濃厚。《紅樓夢．第四一回》：「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淳，如何吃得！」 
2. 篤厚、樸實的。如：「民風淳樸」。唐．白居易〈朱陳村〉詩：「縣遠官事少，山深人俗淳。」 
 [名]質樸。《淮南子．齊俗》：「衰世之俗，……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漢書．卷八九．循吏傳．黃霸
傳》：「澆淳散樸，並行偽貌。」 
[動]相配對。《左傳．襄公十一年》：「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字詞  【播】ㄅㄛˋ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12 總筆畫數：15 

釋義  [動]1. 下種，將種子撒在土裡。《詩經．周頌．載芟》：「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漢．鄭玄．箋：「播，猶種
也。」 
2. 宣揚、傳布。《周禮．春官．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唐．魏徵〈論時政疏〉：
「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 
3. 放送。如：「轉播」、「衛星直播」、「三臺聯播」、「歌曲點播」。 
4. 分開、分散。《書經．禹貢》：「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禮記．禮運》：「播五行於四時。」
唐．孔穎達．正義：「播謂播散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氣於春夏秋冬之時也。」 
5. 遷移、逃亡。如：「播遷」。《後漢書．卷九．孝獻帝紀．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唐．章懷太子．
注：「播，遷也。」《金史．卷二八．禮志一》：「宣宗南播，疆宇日蹙。」 
6. 搖動。《莊子．人間世》：「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唐．成玄英．疏：「筴，小箕也。精，米也。言其掃
市場，鼓其筴，播揚土，簡精麤也。」《文明小史．第四六回》：「勞航芥在房裡被風浪顛播的十分難過。」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_t1DD&o=e0&sec=sec1&op=sti=%22%E8%BD%89%E6%92%A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_t1DD&o=e0&sec=sec1&op=sti=%22%E6%92%AD%E9%81%B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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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協】ㄒㄧㄝˊ 部首：十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8 

釋義  [動]1. 和合。如：「協同」、「同心協力」。《三國志．卷一九．魏書．陳思王植傳》：「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
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 
2. 輔助、幫助。如：「協助」、「協理」。 
3. 服從、悅服。如：「協服」。《國語．齊語》：「大國慚媿，小國附協。」 
 [副]共同。如：「協議」、「協商」、「協調」。 

字詞  【局】ㄐㄩˊ 部首：尸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7 

釋義  [名]1. 政府機關或團體分工辦事的單位。如：「郵局」、「教育局」、「電信局」。 
2. 商店的稱號。如：「藥局」、「書局」。 
3. 部分。如：「局部麻醉」。《禮記．曲禮上》：「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唐．孔穎達．正義：「軍之在左右，
各有部分，不相濫也。」 
4. 棋盤。唐．杜甫〈江村〉詩：「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5. 量詞。計算棋類或球類等活動的單位。如：「對奕兩局」、「幸運第七局」。唐．白居易〈因夢有悟〉詩：「款
曲數杯酒，從容一局棋。」 
6. 聚會。如：「飯局」、「牌局」。 
7. 形勢、情況。如：「世局」、「危局」、「顧全大局」、「打破僵局」。《兒女英雄傳．第一八回》：「早看
出紀家不是個善終之局。」 
8. 結構、組織。如：「格局」、「布局」。 
9. 心胸、器量。如：「局度」。《晉書．卷九三．褚裒傳》：「有局量，以幹用稱。」 
10. 圈套、陷阱。如：「騙局」、「美人局」。《紅樓夢．第一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動]1. 彎曲。通「跼」。《詩經．小雅．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局。」漢．毛亨．傳：「局，曲也。」 
2. 拘束、限制。通「拘」。如：「局限」、「局於一隅」。 
 [形]1. 卷曲。《詩經．小雅．采綠》：「予髮曲局。」 
2. 狹小、不寬廣。《管子．白心》：「大者寬，小者局。」《周書．卷四九．異域傳．序》：「兩儀之間，中土
局而庶俗曠。」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_t1DD&o=e0&sec=sec1&op=sti=%22%E5%8D%94%E5%90%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_t1DD&o=e0&sec=sec1&op=sti=%22%E5%90%8C%E5%BF%83%E5%8D%94%E5%8A%9B%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_t1DD&o=e0&sec=sec1&op=sti=%22%E5%8D%94%E5%8A%A9%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_t1DD&o=e0&sec=sec1&op=sti=%22%E5%8D%94%E7%90%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_t1DD&o=e0&sec=sec1&op=sti=%22%E5%8D%94%E6%9C%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_t1DD&o=e0&sec=sec1&op=sti=%22%E5%8D%94%E8%AD%B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_t1DD&o=e0&sec=sec1&op=sti=%22%E5%8D%94%E5%95%8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_t1DD&o=e0&sec=sec1&op=sti=%22%E5%8D%94%E8%AA%BF%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9%83%B5%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6%95%99%E8%82%B2%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8%97%A5%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6%9B%B8%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9%A3%AF%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7%89%8C%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4%B8%96%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5%8D%B1%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9%A1%A7%E5%85%A8%E5%A4%A7%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6%A0%BC%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5%B8%83%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5%B1%80%E5%BA%A6%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9%A8%99%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7%BE%8E%E4%BA%BA%E5%B1%8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5%B1%80%E9%99%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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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爾】ㄦˇ 部首：爻 部首外筆畫數：10 總筆畫數：14 

釋義  [代]1. 第二人稱代名詞，相當於「汝」、「你」。如：「爾虞我詐」。《詩經．衛風．氓》：「爾卜爾筮，體無

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2. 此、這個。《禮記．檀弓上》：「夫子何善爾也？」 

3. 如此、這樣。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清．蔣

士銓〈鳴機夜課圖記〉：「妹一兒也，何苦乃爾。」 

 [形]此、這。如：「爾後」、「爾時」。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賞譽》：「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

乃共作曲室中語。」 

[副]表示程度，相當於「如此的」、「這樣的」。《孟子．告子上》：「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唐．李白〈戰城南〉：「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 

[助]1. 語尾助詞，無義。《論語．陽貨》：「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 

2. 如此、而已。如：「不過爾爾」。《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 

3. 位於句末，表示肯定的意思。同「矣」。《公羊傳．宣公十五年》：「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 

4. 表示疑問的語氣。同「乎」。《公羊傳．隱公元年》：「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字詞  【省】ㄕㄥˇ 部首：目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9 

釋義  [名]1. 古代的一種行政機構名稱。如：「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 

2. 地方行政區域的名稱之一。在縣之上。如：「臺灣省」、「福建省」。 

3. 宮禁。《三國演義．第二回》：「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 

 [動]1. 節約。如：「節省」。《西遊記．第四七回》：「你這等家業，也虧你省將起來的。」 

2. 減少、去掉。如：「省去一道不必要的手續。」 

3. 不要、休要。宋．黃庭堅〈江城子．畫堂高會酒闌珊〉詞：「倩人傳語問平安。省愁煩，淚休彈。」元．孟漢

卿《魔合羅．楔子》：「你可便省煩惱，莫傷懷。」 ㄒㄧㄥˇ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4%BD%A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7%88%BE%E8%99%9E%E6%88%91%E8%A9%90%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7%88%BE%E5%BE%8C%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7%88%BE%E6%99%8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4%B8%8D%E9%81%8E%E7%88%BE%E7%88%BE%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4%B8%AD%E6%9B%B8%E7%9C%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5%B0%9A%E6%9B%B8%E7%9C%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9%96%80%E4%B8%8B%E7%9C%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8%87%BA%E7%81%A3%E7%9C%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7%A6%8F%E5%BB%BA%E7%9C%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7%AF%80%E7%9C%81%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no=%2207245%22.&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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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攝】ㄕㄜˋ 部首：手 部首外筆畫數：18 總筆畫數：21 

釋義  [動]1. 引持、牽提。《漢書．卷三二．張耳陳餘傳》：「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 
2. 整理。《史記．卷七七．魏公子傳》：「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 
3. 維持、保持。《國語．晉語四》：「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 
4. 留取、收。如：「攝影」、「拍攝」、「攝取鏡頭」。 
5. 吸引、吸取。如：「勾魂攝魄」。唐．顧況〈廣陵白沙大雲寺碑〉：「磁石攝鐵，不攝鴻毛。」《西遊記．第
二○回》：「把我師父攝了，倒轉問我做甚！」 
6. 捉拿、拘捕。如：「勾攝」。《國語．吳語》：「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 
7. 統轄、管理。如：「統攝」。《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 
8. 代理、兼理。如：「攝政」。《孟子．萬章上》：「堯老而舜攝也。」唐．陳鴻〈東城老父傳〉：「老人見黃
門侍郎杜暹出為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 
9. 輔佐、幫助。《詩經．大雅．既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10. 迫近、夾處。《論語．先進》：「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11. 保養。如：「攝生」。南朝梁．沈約〈神不滅論〉：「虛用損年，善攝增壽。」 ㄋㄧㄝˋ 

字詞  【索】ㄙㄨㄛˇ 部首：糸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10 

釋義  [名]1. 粗繩或粗鐵鍊。如：「麻索」、「鐵索」。《列子．天瑞》：「鹿裘帶索，鼓琴而歌。」《楚辭．賈誼．
惜誓》：「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為索。」 
2. 姓。如晉代有索靖。 
 [動]1. 搓、絞緊。《楚辭．屈原．離騷》：「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淮南子．主術》：「制觡伸
鉤，索鐵歙金。」 
2. 探求、搜尋。如：「搜索」、「摸索」。《易經．繫辭上》：「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唐．李白〈書情題蔡
舍人雄〉詩：「倒海索明月，凌山採芳蓀。」 
3. 討、要。如：「索求」、「來函索取」。《韓非子．說林上》：「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三國志．
卷六．魏書．袁紹傳》：「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 
 [副]1. 獨、散。如：「離群索居」。宋．陸游．《釵頭鳳．紅酥手》詞：「一懷愁緒，幾年離索。」 
2. 蕭條、寂寞。如：「興味索然」、「索然無味」。 ㄙㄨㄛˊ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_xyDE&o=e0&sec=sec1&op=sti=%22%E6%94%9D%E5%BD%B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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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_1zDF&o=e0&sec=sec1&op=sti=%22%E6%90%9C%E7%B4%A2%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_1zDF&o=e0&sec=sec1&op=sti=%22%E6%91%B8%E7%B4%A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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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逗】ㄉㄡˋ 部首：辵 部首外筆畫數：7 總筆畫數：11 

釋義  [動]1. 停止不前。如：「逗留」。《文選．張衡．思玄賦》：「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 
2. 惹、引弄。如：「娃娃被逗得笑了起來。」、「這娃兒很逗人憐愛。」 
 [名]句讀。如：「逗點」、「逗號」。 

字詞  【弄】ㄋㄨㄥˋ 部首：廾 部首外筆畫數：4 總筆畫數：7 

釋義  [動]1. 把玩、玩賞。《漢書．卷四二．周昌傳》：「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
唐．李白〈別山僧〉詩：「何處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敬涇溪。」 
2. 遊戲、耍弄。如：「逗弄」、「戲弄」、「愚弄」。唐．李白〈長干行〉二首之一：「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
梅。」 
3. 做、從事、處理。如：「弄飯菜」、「弄乾淨」。《兒女英雄傳．第一四回》：「你莫管，照我的話弄去就是
了。」 
4. 探察、追究。如：「弄明白」、「這件事一定要弄清楚才行！」 
5. 取得。如：「他弄來一頂帽子。」《紅樓夢．第五九回》：「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
隨我，我也不管了。」 
6. 搖動、攪動。如：「這消息把大家弄得人心惶惶。」元．白樸《牆頭馬上．第二折》：「怕露驚宿鳥，風弄庭
槐。」 
7. 姦騙、淫亂。如：「她被弄大了肚子。」《紅樓夢．第六七回》：「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 
8. 表演、彈奏。如：「弄笛」、「弄簫」。唐．王涯〈秋夜曲〉：「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9. 妝飾、修飾。如：「搔首弄姿」。唐．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詞：「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 
 [名]樂曲。如：「江南弄」、「梅花三弄」。《文選．嵇康．琴賦》：「改韻易調，奇弄乃發。」讀音ㄌㄨㄥˋ 

字詞  【仗】ㄓㄤˋ 部首：人 部首外筆畫數：3 總筆畫數：5 

釋義  [名]1. 兵器的總稱。《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 
2. 戰事、戰爭。如：「勝仗」、「敗仗」、「打一場硬仗！」 
 [動]1. 憑藉、依附。如：「仰仗」、「狗仗人勢」。《漢書．卷四八．賈誼傳》：「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
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五本．第三折》：「你倚父兄，仗勢欺人。」 
2. 握、拿、持。如：「仗旗」。《西遊記．第四回》：「一個個執戟懸鞭，持刀仗劍。」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j_1zDF&o=e0&sec=sec1&op=sti=%22%E9%80%97%E7%95%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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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陋】ㄌㄡˋ 部首：阜 部首外筆畫數：6 總筆畫數：9 

釋義  [形]1. 容貌醜。《玉篇．阜部》：「陋，醜猥也。」如：「醜陋」。《舊唐書．卷一三五．盧杞傳》：「杞貌陋
而色如藍。」 
2. 狹隘、狹窄。《論語．雍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唐．劉禹錫〈陋室銘〉：「斯是
陋室，惟吾德馨。」 
3. 粗劣、不好的。如：「陋規」、「陋習」、「陋俗」。 
4. 學識淺薄。如：「孤陋寡聞」。《荀子．勸學》：「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5. 卑賤、微賤。《管子．牧民》：「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北齊書．卷四十五．文苑傳．樊遜傳》：「門
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 
6. 吝嗇。《漢書．卷二八．地理志下》：「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 
 [動]輕視。《史記．卷三八．宋微子世家》：「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文選．張衡〈東京賦〉：「苟有胸而
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 

字詞  【獲】ㄏㄨㄛˋ 部首：犬 部首外筆畫數：14 總筆畫數：17 

釋義  [動]1. 獵取、獵得。《易經．解卦．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孟子．滕文公下》：「終日而不
獲一禽。」 
2. 取得、得到。如：「獲勝」、「查獲」、「虜獲」、「不勞而獲」。《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遭遇時
變，以獲爵位。」《金史．卷九十．賈少沖傳》：「家貧甚，嘗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 
3. 遭受、遭到。如：「獲罪」。《紅樓夢．第九三回》：「弟因菲材獲譴，自分萬死難 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 
 [名]獵物，打獵所得的東西。《呂氏春秋．不苟論．貴當》：「田獵之獲，常過人矣。」《文選．司馬相如．上
林賦》：「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 
[副]能夠、可以。如：「不獲前來」、「不獲面辭」。《文選．王粲．從軍詩五首之一》：「歌舞入鄴城，所願獲
無違。」 ㄏㄨㄞˊ  

字詞  【獎】ㄐㄧㄤˇ 部首：犬 部首外筆畫數：11 總筆畫數：15 

釋義  [名]1. 為鼓勵或表揚而頒贈的榮譽或財物。如：「得獎」、「領獎」、「優等獎」。 
2. 彩金。如：「中獎」。 
 [動]1. 稱讚、表揚。與「懲」、「罰」相對。如：「誇獎」、「過獎」、「嘉獎」。 
2. 勸勉、鼓勵。如：「獎勵」。《左傳．昭公二十二年》：「以獎亂人。」宋．王安石〈次韻劉著作過茆山今平
甫往遊因寄〉詩：「詩中慷慨悲陳跡，篇末慇懃獎後生。」 
3. 輔助、幫助。《左傳．襄公十一年》：「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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