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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本词典原名《学生古汉语词典》，初版于１９８８年，出版二十余

年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因而一再重版重印，至今已陆续印刷

３８次，发行近百万册。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家教委适时推出了《中学语文新课程标

准》（简称“新课标”），调整了中学语文课程的内容和结构，各地的

中学语文教材也随之有了大幅度的修订与调整。

为适应“新课标”和新教材，本词典再次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在保留原书优点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各地新的中学语

文教材的特色，落实“新课标”的要求，广泛参考全国各地近年来高

考、中考语文试卷，使其更加切合新世纪中学语文教学与考试要求：

———根据各地新的中学语文教材，补收了一些单字、复词及其

义项，调换了部分书证；

———对“新课标”规定必须掌握的“常见文言词”（实词１２０个，

虚词１５个）在书中以“ ”的形式作了明显的标志，并

重点进行解说；

———以“中考高考试题链接”的形式，例举全国各地近年来的

中考、高考试卷中的古汉语试题，并提供标准答案；

———配上图片，让读者对相关名物词有直观感受；

———在“附录”中增加《常用古汉语工具书简介》，增强读者自

学古汉语的能力。

本书出版后，我们希望读者和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使得这部

读者喜爱的词典能精益求精，日臻完善。



凡　　例

一、 本词典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也可供大学生、中小学教
师和一般读者阅读或教授文言文时翻查参考。 词目主要选自全国
各地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篇目，兼顾常见的古代名篇，
还酌收一部分与阅读一般文言文相关涉的专科条目。 属于现代汉
语的词语，一般不收。 计收单字近９０００个，复词（包括成语）近
９０００条。

二、 本词典字体以国家语委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单
字字头用简化字，相应的繁体字或异体字用小号字加〔　〕注出。 单
字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读音的字，或几个繁体
字简化为一个字的，用……分别注音来表示，另行起排。 繁
体字和异体字不单独列条目，仅在《单字笔画索引》中出现，以备
查检。

三、 本词典单字按第一音项的音序排列；复词条也按音序集中
排列于单字所有音项的最后。 复词条的首字依单字的音项为序排
列。 同音字则依笔画数的多少和笔顺为序排列。 多义条目的义项
用???……分项，一义中有需要分述的再用（１）（２）（３）分项，一律
接排。

四、 古今字义变化较小或完全相同的单字，一般不收。 释义以
中学文言文教材和一般文言文中出现的常用义为主，不收僻义。 释
义力求准确简明。 多义条目的义项排列一般是基本义、常用义在
前，引申义、比喻义、假借义在后。 虚词据实际情况酌标词性。 有些



条目的义项须作辨别比较的，在释文之后标列“注意”，作简要辨析。
五、 引例的作用主要是帮助理解意义，尽量从中学文言文教材

中选取，不考虑是否始见书；引例不止一个的，也不绝对按时代先后
排列。 有些常用词、常用义则不举例。 所引例证，或标朝代、作者、
篇名，或标书名、篇名（或卷数），小说标回数。 若引例在教材中另有
标题的，则在例句之后用“（　）”注出。 引例中需要补出的词语用
“〔　〕”标示，需要解释说明的用“（　）”标注。 为便于中学生使用本
词典，在有些引例之后对例句中的难懂部分作有简单注释。

六、 对《中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规定必须掌握的文言实词１２０
个、文言虚词１５个以“ ”的形式重点进行解说，并以
“辨析”的形式分析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归纳其古今异同之处，区分其
同义词与反义词。

七、 以“中考高考试题链接”的形式，对各地近年来的中考、高考
试卷中的古汉语试题进行归纳，摘录在本书相关单字字头和复词词
目下，并提供标准答案，答案以倒排字体的形式附在相应试题后。

八、 本词典附录有《汉语拼音方案》、《古汉语基础知识简介》、
《中国历史年代简表》、《部分作品与作家简介》、《常用古汉语工具书
简介》等，主要供中学生阅读一般文言文的时候查检参考。

九、 书后附有《单字笔画索引》，以便检索。

２　凡　　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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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

犃

ā

阿 （ā）?助词。 用在称呼的前面。
如： 阿大，阿弟。 唐·白居易《琵琶

行》：“弟走从军阿姨死。”?通“啊”。 《儒林外
史》第一回：“儿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
　（ē）?大的丘陵。 唐·王勃《滕王阁
序》：“访风景于崇阿。”崇： 高。 ?山边，山
弯处。 《楚辞·九歌·山鬼》：“若有人兮
山之阿。”?曲从，迎合。 《韩非子·有
度》：“法不阿贵。”贵： 有权势的人。 ?偏
袒。 《楚辞·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
德焉错辅。”
【阿鼻地狱】（ā犫í犱ì狔ù） 佛教指八大地狱
中最下、最苦的地狱。 阿鼻： 梵语，指永受
痛苦无有间断。 《西游记》第二七回：“如
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孙悟
空棒打白骨精》）
【阿斗】（ā犱ǒ狌） 三国蜀后主刘禅的小名。
阿斗庸碌无能，后用以比喻昏庸无能的
人。 如： 扶不起的阿斗。
【阿罗汉】（ā犾狌ó犺à狀） 梵语音译，佛教称
得道者，谓断绝嗜欲、解脱烦恼的僧人。
省称“罗汉”。 《梦溪笔谈》卷二四：“阿罗
汉诺矩罗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
峰龙湫。”（《雁荡山》）诺矩罗： 唐代和尚。
震旦： 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
【阿堵】（ē犱ǔ） 六朝人口语，这，这个。 晋
代王衍崇尚玄远，口不言“钱”字。 他的妻
子要试试他，叫婢女用钱围绕他的床。 他
早晨起来看到钱阻碍他行走，就喊婢女
“举却阿堵物”。 （见《世说新语·规箴》）
后用“阿堵”或“阿堵物”指代钱。
【阿阁】（ē犵é） 四面有栋有檐的楼阁。 《古
诗十九首》：“阿阁三重阶。”阁： 楼阁。 阶：
台阶。
【阿谀】（ē狔ú） 用好话奉承别人。 如： 阿

谀逢迎。 《汉书·匡衡传》：“阿谀曲从，附
下罔上，无大臣辅政之义。”罔： 欺骗。

腌 （ā）见“腌（狔ā狀）”。

ɑ

呵 （ɑ）见“呵（犺ē）”。

āｉ

哀 （ā犻）?悲哀，悲伤。 唐·白居易《琵
琶行》： “杜鹃啼血猿哀鸣。”?怜

悯，同情。 唐·柳宗元《捕蛇者说》：“君将
哀而生之乎？”?哀叹。 唐·杜牧《阿房宫
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
之而不鉴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
也。”?姓。
【哀兵必胜】（ā犻犫ī狀犵犫ì狊犺è狀犵） 《老子》：
“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意指势力相当
的两军对敌，受压抑且心情悲愤的一方必
能取胜。
【哀鸿】（ā犻犺ó狀犵） 《诗经·小雅·鸿雁》：
“鸿雁于飞，哀鸣嗸嗸（嗷嗷）。”嗷嗷： 哀
鸣声。 后用 “哀鸿”比喻流离失所的灾
民。 清·龚自珍 《己亥杂诗》： “三更忽
轸哀鸿思。”
【哀矜】（ā犻犼ī狀） 犹怜悯。 对别人不幸的遭
遇表示同情。 《论语·子张》：“如得其情，
则哀矜而勿喜。”
【哀转】（ā犻狕犺狌ǎ狀） 声音悲哀婉转。 《水经
注·江水二》：“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
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
久绝。”（《江水·三峡》）

埃 （ā犻）尘土。 《荀子·劝学》：“上食埃
土，下饮黄泉。”

捱 （ā犻）见“捱（á犻）”。



犃 欸 （ā犻）叹息。 《楚辞·九章·涉
江》：“欸秋冬之绪风。”绪： 残余。

　（ǎ犻）拟声词。 见“欸乃”。
【欸乃】（ǎ犻狀ǎ犻） 行船摇橹声。 唐·柳宗
元《渔翁》诗：“欸乃一声山水绿。”

áｉ

捱 （á犻）?熬，遭受。 元·无名氏《杀
狗劝夫》第一折：“把我赶在破瓦窑

中捱冻馁。”?拖延。 《红楼梦》第一一回：
“我知道这病不过是捱日子的。”
　（ā犻）通 “挨”。 ?依次。 如： 捱门捱
户。 ?挤进。 如： 捱进门去。

皑 〔皚〕（á犻）洁白。 古乐府《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皑皑】（á犻á犻） 形容洁白。 唐·韩愈《咏
雪赠张籍》：“当窗恒凛凛，出户即皑皑。”
凛凛： 寒冷的样子。

ǎｉ

欸 （ǎ犻）见“欸（ā犻）”。

蔼 〔藹〕（ǎ犻）?和气，态度亲切。 如：
蔼然 可 亲。 ?通 “霭 ”。 云 气。

晋·陆机《挽歌》：“倾云结流蔼。”
【蔼如】（ǎ犻狉ú） 和气可亲的样子。 唐·韩
愈《答李翊书》：“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霭 〔靄〕（ǎ犻）云气，轻烟。 如： 暮霭，烟
霭。 宋·柳永《雨霖铃》词： “念去

去千里烟波，暮霭沈沈楚天阔。”
【霭霭】（ǎ犻ǎ犻） 形容云盛。 晋·陶渊明
《停云》诗：“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宋·苏
轼《题南溪竹上》诗：“山头霭霭暮云横。”

àｉ

艾 （à犻）?一种草，叶可制成艾绒，供
针灸用。 《诗经·王风·采葛》：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对老
年人的尊称。 《礼记·曲礼上》：“五十曰
艾。”《国语·周语上》：“耆艾修之。”（《召
公谏厉王止谤》）?美好。 《孟子·万章
上》：“知好色，则慕少艾。”少艾： 年轻美好
的女子。 ?停止，完结。 如： 方兴未艾。
唐·柳宗元 《■蝂传 》： “苟能起，又不

艾。”?姓。
　（狔ì）?通“刈”。 割，收割。 《穀梁传·
庄公二十八年》：“一年不艾，而百姓饥。”
?通“乂”。 治理。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
宽传赞》：“海内艾安，府库充实。”?惩，惩
戒。 《孟子·万章上》： “太甲悔过，自怨
自艾。”
【艾艾】（à犻à犻） 形容口吃的人吐辞重复。
如： 期期艾艾。 《世说新语·言语》：“邓艾
口吃，语称艾艾。”邓艾： 三国时魏将。

阨 （à犻）通“隘”。 狭隘，险要。 《庄子·
列御寇》： “处穷闾阨巷，困窘织

屦。”屦： 草鞋。 《左传·昭公元年》：“彼徒
我车，所遇又阨。”徒： 步行。
注意 在古代“阨”和“厄”是两个字。“阨”

在读è、释“穷困”义时，今已作为“厄”的异
体字。

爱 〔愛〕（à犻）?慈爱，仁惠。 《韩非
子·内储说上》：“爱多者则法不

立，威寡者则下侵上。”?爱护，怜惜。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若爱重伤，
则如勿伤。”（《子鱼论战》）《史记·陈
涉世家》：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
者。”?喜欢，爱好。 唐·杜牧《阿房宫
赋》：“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 ?吝
啬。 《孟子·梁惠王上》：“百姓皆以王
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齐桓
晋文之事》）汉·贾谊《过秦论》：“不爱
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致： 招纳。 ?贪。 《宋史·岳飞传》：
“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
矣！”?爱惜，吝惜。 宋·文天祥 《〈指
南录〉后序》： “国事至此，予不得爱
身。”宋濂《猿说》：“猿且知有母，不爱
其死，况人也耶？”

辨析 爱 怜
“爱”表示“吝惜”在古代汉语中是常用义，

而现代汉语中是没有的。《国语·鲁语
下》：“有货以卫身也，出货而可以免，子何

爱焉？”意思是花了钱就可以免罪，有什么

舍不得的。另外，在古代汉语中，“爱”与

２ ā犻－à犻 欸捱皑欸蔼霭艾阨爱



犃
“怜”是同义词。如《战国策·赵策》：“丈
夫亦爱怜其少子乎？”（《触龙说赵太后》）
“爱、怜”同义连用，是“疼爱”的意思。《孔
雀东南飞》：“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
怜体无比。”“可怜”是“可爱”的意思。
【爱惜】（à犻狓ī） 爱护，怜惜。 韩愈《送董邵
南游河北序》：“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
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
者哉！”矧 （狊犺ě狀）： 何况。 爱惜： 这里指
同情。

隘 （à犻）?狭窄，狭小。 宋·司马光
《训俭示康》：“听事前仅容旋马，或

言其太隘。”听事： 厅堂。 旋： 转身。 ?险
要的地方。 《清稗类钞·冯婉贞胜英人于
谢庄》： “筑石寨土堡于要隘。”?困穷。
《荀子·大略》：“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
不苟。”不失： 指不改变信仰。
　（è）通 “阨 （厄）”。 ?阻止。 《战国
策·楚策》：“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隘
之。”?隔绝。 《战国策·东周策》：“三国
隘秦。”

碍 〔礙〕（à犻）?阻挡。 《法言·君子》：
“子未睹禹之行水欤？ 一东一北，

行之无碍也。”?妨碍。 《水浒传》第一〇
回：“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
碍。”（《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叆 〔靉〕（à犻）形容云气厚密不明的样
子。 见“叆叆”。

【叆叆】（à犻à犻） 茂密的样子。 元·顾瑛
《碧梧翠竹堂》诗： “高堂梧与竹，叆叆排
空青。”

暧 〔曖〕（à犻）昏暗不明朗。 南朝宋·谢
庄《宋孝武宣贵妃诔》：“庭树惊兮

中帷响，金■暧兮玉座寒。”■ （犵ā狀犵）：
灯。
【暧暧】（à犻à犻） 昏暗的样子。 晋·陶渊明
《归园田居》诗：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
烟。”依依： 隐约可辨的样子。 墟里：
村落。
【暧昧】（à犻犿è犻） ?模糊，不清晰。 《晋
书·杜预传》：“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
见，自取后累。”?指行为不光明，有不可
告人的阴私。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
三：“不可以闺房暧昧之事轻加污蔑。”

噫 （à犻）见“噫（狔ī）”。

āｎ

厂 （ā狀）见“厂（犮犺ǎ狀犵）”。

安 （ā狀）?安全，安稳。 跟 “危”相
对。 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风雨不动安如山。”?安适，安
逸。 《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安放，安置。 《红楼梦》
第三回： “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
椅。”《三国演义》第九五回：“离山十里
有王平安营。” （《失街亭》）?安居。
唐·元稹《莺莺传》：“朝隐而出，暮隐
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
矣。” ?使安定。 《论语·季氏》：“既来
之，则安之。”又《宪问》：“修己以安百
姓。” ?喜欢，爱好。 《左传·庄公十
年》：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
人。”（《曹刿论战》）?徐缓，迟缓。 如：
少安毋躁。 《后汉书·刘陶传》：“臣闻
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缓
声。”?疑问代词。 怎么，哪里。 《史
记·魏公子列传》：“尚安事客？”（《信
陵君窃符救赵》）又《项羽本纪》：“沛公
安在？”（《鸿门宴》）宋·欧阳修《归田
录》卷一： “尔安敢轻吾射！” （《卖油
翁》）?犹 “乃”。 于是，就。 《吕氏春
秋·执一》： “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
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置质：
犹委贽。 古代臣子向君主进呈礼物，
表示献身。 ﹣姓。

辨析 安 焉
“安”表示疑问时，与“焉”的用法相似。古

书里常有“安”、“焉”换用的例子。如《礼

记·檀弓上》：“焉得而勿哭？”《穀梁传·

庄公二十七年》范宁注引作“安得而勿

哭”。《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焉用文

之？”《史记·晋世家》作“安用文之”。成

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书里也有“安

３à犻－ā狀爱隘碍叆暧噫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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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虎子”的说法。
【安堵】（ā狀犱ǔ） 也作“案堵”、“按堵”。 安
居。 《史记·田单列传》：“愿无虏掠吾族
家妻妾，令安堵。”
【安富尊荣】（ā狀犳ù狕ū狀狉ó狀犵） 《孟子·尽
心上》：“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
尊荣。”原指国君任用贤人，得以身安、国
富、位尊、名荣。 后多形容生活安逸富裕，
地位尊贵显耀。 《红楼梦》第七一回：“宝
玉道：‘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
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
【安谧】（ā狀犿ì） 安定，平静。 《后汉书·桓
帝纪》：“四方盗窃，颇有未静，故假延临
政，以须安谧。”须： 等待。
【安所】（ā狀狊狌ǒ） 什么地方。 苏轼《后赤壁
赋》：“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
如松江之鲈。 顾安所得酒乎？”
【安土重迁】（ā狀狋ǔ狕犺ò狀犵狇犻ā狀） 安于本乡
本土，不愿轻易迁居异地。 《汉书·元帝
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

庵 〔菴〕（ā狀）?圆形的小草屋。 《南齐
书·王秀之传》： “父卒，为庵舍于

墓下持丧。”?较小的寺院，多指尼姑住
的。 清·宋荦《游姑苏台记》：“从山北下，
抵留云庵。”?文人的书斋也称庵。 清·
顾炎武《复庵记》：“自京徒步入华山为黄
冠。 数年，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名曰复
庵。”黄冠： 道士的装束，这里指道士。

谙 〔諳〕（ā狀）熟悉。 唐·白居易《忆江
南》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清·袁枚《祭妹文》：“尝谓女流中最少明
经义谙雅故者。”雅故： 文章典故。
【谙练】（ā狀犾犻à狀） 熟练。 《晋书·刁协
传》：“协久在中朝，谙练旧事。”
【谙识】（ā狀狊犺í） 知晓，懂。 唐·白居易
《与元九书》：“九岁谙识声韵。”
【谙习】（ā狀狓í） 熟习。 《三国演义》第四五
回：“二人久居江东，谙习水战，吾必设计
先除此二人，然后可以破曹。”（《群英会蒋
干中计》）

媕 （ā狀）见“媕婀”。
【媕婀】（ā狀ē） 曲意顺从，无主见。

清·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愤之，乃
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

鞍 〔鞌〕（ā狀）马鞍。 古乐府《木兰诗》：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

【鞍马】（ā狀犿ǎ） 马匹和马鞍等乘马用具。
古乐府《木兰诗》：“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
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ǎｎ

俺 （ǎ狀）我，我们。 《红楼梦》第五回：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

前盟。”

àｎ

犴 （à狀）?见 “狴犴”。 ?牢狱。 引申
指狱讼之事。 《荀子·宥坐》： “狱

犴不治。”

岸 〔■〕（à狀）?江、河、湖、海等水边的
陆地。 晋·陶渊明 《桃花源记》：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
?形容雄伟高大。 《汉书·江充传》：“充
为人魁岸，容貌甚壮。”
【岸巾】（à狀犼ī狀） 同“岸帻”。 巾应蒙在额
上，戴着头巾而露额叫“岸巾”，表示无拘
无束。 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葛
衣岸巾，精神如虎。”
【岸然】（à狀狉á狀） 高傲、严肃的样子。 《聊
斋志异·成仙》：“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黄
巾氅服，岸然道貌。”

按 （à狀）?用手抚压。 《梦溪笔谈》卷
一八： “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

面，则字平如砥。”（《活板》）?止住，抑制。
《三国演义》第九五回：“若街亭有兵守御，
当即按兵不行。” （《失街亭》）?按照，依
照。 《梦溪笔谈》卷二四：“按西域书，阿罗
汉诺矩罗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
峰龙湫。”（《雁荡山》）?查验。 明·张溥
《五人墓碑记》：“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
按诛五人。”?巡行，巡视。 《史记·卫将
军骠骑列传》：“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旧
塞。”?击。 宋·陆游《关山月》词：“朱门
沉沉按歌舞。”此指用拍板打拍子。
【按部就班】（à狀犫ù犼犻ù犫ā狀） 按： 也作
“案”。 晋·陆机《文赋》：“选义案部，考辞
就班。”原指文义、词章合乎规范。 后多指

４ ā狀－à狀 安庵谙媕鞍俺犴岸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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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正常的秩序、步骤去做。 《三侠五义》
第九四回：“只好是按部就班慢慢叙下去，
自然有个归结。”有时也指按惯例行事，缺
少创新精神。
【按察使】（à狀犮犺á狊犺ǐ） 官名。 唐初置，巡
察、考核吏治，权仅次于节度使。 明为提
刑按察使司的长官，主管一省司法，清隶
属总督、巡抚。
【按剑】（à狀犼犻à狀） 以手抚剑。 预示击剑之
势。 《三国演义》第四五回：“太史慈应诺，
按剑坐于席上。” （《群英会蒋干中计》）
明·张溥 《五人墓碑记 》： “缇骑按剑
而前。”
【按酒】（à狀犼犻ǔ） 下酒，下酒物。 《水浒传》
第三回：“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鲁
提辖拳打镇关西》）
【按辔】（à狀狆è犻） 控制着车马。 辔： 马缰
绳。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于是天子
乃按辔徐行。”（《周亚夫军细柳》）
【按图索骥】（à狀狋ú狊狌ǒ犼ì） 也作“按图索
骏”。 按照图像寻找好马。 明·杨慎《艺
林伐山》卷七记载： 伯乐有个儿子根据伯
乐《相马经》上有关马的描写去寻找好马，
结果把一个大蛤蟆当成了马。 伯乐知道
后讥笑他说：“此马好跳，不堪御也，所谓
按图索骏也。”后以此比喻办事拘泥成规，
不知变通。 元·袁桷《示从子》诗：“按图
索骥术难灵。”又比喻依照线索去寻求事
物，容易得到。 《野叟曝言》第一一六回：
“故前日分派诸将如指掌，此时按图索骥
如探囊也。”

案 〔桉〕（à狀）?古时进食用的短足木
托盘。 《后汉书·梁鸿传》：“每归，

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
?几案，狭长桌子。 《资治通鉴·汉献帝
建安十三年》：“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诸
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
（《赤壁之战》）?文书，案卷。 《新唐书·
陆贽传》：“视案籍烦简。”也指狱讼判定的
结论。 清·方苞《狱中杂记》：“案末二人
立决。”案末： 列名在同案罪犯名单最后的
从犯。 决： 执行死刑。 ?通“按”。 察看，
查阅。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召有
司案图。”?通“按”。 向下压。 《论衡·订

鬼》：“独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惧，则梦见
夫人据案其身哭矣。”夫： 助词，那。 ?于
是，就。 《荀子·王制》：“财物积，国家案
自富矣。”
【案牍】（à狀犱ú） 公事文书。 唐·刘禹锡
《陋室铭》：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
形。”丝竹： 琴瑟、箫管等乐器，这里指奏乐
的声音。

暗 〔闇、晻〕 （à狀）?光线不足，黑暗。
与“明”相对。 蔡元培《图画》：“明

暗之掩映。”?秘密，不显露。 如： 明争暗
斗。 《红楼梦》第四回：“小人暗中嘱咐拐
子，令其实招。”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愚昧，不明白。 《三国志·蜀志·诸葛
亮传》：“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
不知存恤。”（《隆中对》）?默默地。 明·
归有光《先妣事略》：“孺人半夜觉寝，促有
光暗诵《孝经》。”
【暗昧】（à狀犿è犻） ?昏暗。 《楚辞·九
思·守志》：“彼日月兮暗昧。”也指模糊不
明。 《论衡·谢短》： “上古久远，其事暗
昧，故经不载而师不说也。”?愚昧。 唐·
李朝威《柳毅传》：“水府幽深，寡人暗昧。”
【暗无天日】（à狀狑ú狋犻ā狀狉ì） 形容社会极
端黑暗。 《聊斋志异·老龙船户》：“剖腹
沉石，惨冤已甚，而木雕之有司，绝不少关
痛痒，岂特粤东之暗无天日哉！”

黯 （à狀）?深黑。 《梦溪笔谈》卷二六：
“花过而采，则根色黯恶。” （《采草

药》）?精神沮丧。 见“黯黯”、“黯然”。
【黯黯】（à狀à狀） 心情沮丧忧愁的样子。
宋·柳永《蝶恋花》词：“伫倚危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黯然】（à狀狉á狀） ?发黑的样子。 如： 黯
然失色。 《史记·孔子世家》：“丘得其为
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长。”幾： 犹 “颀
（狇í）”，形容身长。 ?精神颓丧的样子。
南朝梁·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
而已矣。”

āｎｇ

肮 〔骯〕（ā狀犵）见“肮脏”。
（犺á狀犵）喉咙。 《史记·刘敬叔孙

通列传》：“不扼其肮。”

５à狀－ā狀犵按案暗黯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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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骯〕（犽ǎ狀犵）见“肮脏”。
【肮脏（骯髒）】（ā狀犵狕ā狀犵） 不干净。 引申
指糟蹋。 《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
“那主儿或是年老的，或是貌丑的……你
却不肮脏了一世。”
【肮脏（骯髒）】（犽ǎ狀犵狕ǎ狀犵） 同 “抗脏”。
刚直倔强的样子。 宋·文天祥《得儿女消
息》诗： “肮脏得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
何人！”

áｎｇ

卬 （á狀犵）?我。 《诗经·邶风·匏
有苦叶》： “卬须我友。”须： 等待。

?通 “昂 ”。 抬起， 抬高。 唐· 柳宗元
《■蝂传》：“卬其首负之。”负： 背。 引申为
高、升高。 《汉书·食货志下 》： “万物
卬贵。”
　（狔ǎ狀犵）通“仰”。 ?脸朝上。 与“俯”
相对。 《汉书·灌夫传》： “卬视天，俯画
地。”?仰望，希望。 《国语·晋语》：“重耳
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阴雨也。”

仰 （á狀犵）见“仰（狔ǎ狀犵）”。

昂 （á狀犵）?仰，抬起。 明·魏学洢《核
舟记》：“矫首昂视。”矫： 抬。 ?上

升，提高。 《聊斋志异·促织》：“昂其直，
居为奇货。”直： 通“值”。 ?振奋的样子。
如： 激昂。
【昂昂】（á狀犵á狀犵） 气概轩昂、高傲不凡的
样子。 明·刘基《卖柑者言》：“昂昂乎庙
堂之器也。”庙堂： 指朝廷。 器： 人才。
【昂然】（á狀犵狉á狀） 抬头挺胸无所畏惧的样
子。 《三国演义》第四五回：“蒋干引一青
衣小童，昂然而来。”（《群英会蒋干中计》）

àｎｇ

盎 （à狀犵）?一种腹大口小的器皿。 古
乐府《东门行》：“盎中无斗米储。”

《聊斋志异·劳山道士》：“遂各觅盎盂，竞
饮先釂，惟恐樽尽。”釂： 干杯。 ?充盈，洋
溢。 如： 春意盎然。 参见“盎盎”。
【盎盎】（à狀犵à狀犵） ?盈溢的样子。 宋·
苏轼《新酿桂酒》诗：“盎盎春溪带雨浑。”
?和盛洋溢的样子。 宋·苏轼《竹间亭小

酌呈赵景贶陈履常》诗：“盎盎春意动，潋
潋夜未央。”

áｏ

敖 （á狅）?游逛，闲游。 汉·晁错
《论贵粟疏》： “千里游敖，冠盖相

望。”?通“熬”。 煎熬，忧虑。 《荀子·富
国》：“天下敖然，若烧若焦。”?通 “嗷”。
声音嘈杂。 《荀子·强国》：“百姓讙敖。”
讙： 喧哗。
　（à狅）通“傲”。 傲慢。 《汉书·萧望之
传》：“敖慢不逊。”
【敖仓】（á狅犮ā狀犵） 本为秦代在敖山上所
置谷仓，后泛指谷仓。 也称“仓廒”。 《水
浒传》第一四回：“推开看里面时，七八间
草屋做着仓廒。”（《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敖民】（á狅犿í狀） 游民。 《汉书·食货志
上》：“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
亡： 无。

遨 （á狅）游逛。 宋·苏轼 《赤壁赋》：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长终： 永久。 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
记》：“攀缘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
壤，皆在衽席之下。” 此指用眼睛观赏。

嗷 （á狅）见“嗷嗷”。
【嗷嗷】（á狅á狅） ?也作“嗸嗸”。 哀

鸣声。 《诗经·小雅·鸿雁》：“鸿雁于飞，
哀鸣嗸嗸。”?众声嘈杂。 汉·贾谊《过秦
论》：“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众口
毁人的样子。 《汉书·刘向传》： “谗口
嗷嗷。”

廒 （á狅）本作“敖”，也作“厫”。 秦时在
敖山（在今河南荥阳北）上置谷仓，

名敖仓，汉魏因之。 后世因沿称仓为
“敖”。 参见“敖仓”。

獒 （á狅）大犬，猛犬。 《左传·宣公二
年》：“公（晋灵公）嗾夫獒焉，明（提

弥明）搏而杀之。”嗾： 嗾使。 夫： 助词。

熬 （á狅，又读ā狅）?煮烂，煎干。 明·
袁宏道《论文上》：“今五味煎熬，所

以学古人之茹毛饮血也。”茹： 食。 ?忍
受，勉力支持。 《水浒传》第一六回：“一者
天气甚热，二乃口渴难熬。” （《智取生
辰纲》）

６ ā狀犵－á狅 肮卬仰昂盎敖遨嗷廒獒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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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熬】（á狅á狅） 同“嗷嗷”。 众口愁怨声。
《汉书·陈汤传》：“国家罢敝，府臧（藏）空
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众庶： 老百姓。
【熬煎】（á狅犼犻ā狀） 同 “煎熬”。 ?烹煮食
品。 宋·罗泌《路史·九合诸侯》：“犹庖
宰之于味也，管仲断割，而隰朋熬煎之。”
?痛苦，折磨。 《红楼梦》第三〇回：“外面
他既是这个样儿，心里还不知怎么熬
煎呢！”

聱 （á狅）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唐·
元结《自释》：“彼诮以聱者，为其不

相从听。”诮： 责备。
　（狔ó狌）众声杂作的样子。 见“聱聱”。
【聱牙】（á狅狔á） ?乖忤。 宋·苏轼《上皇
帝书》：“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
?语言不平易。 唐·韩愈《进学解》：“周
诰殷盘，佶屈聱牙。”佶屈： 曲屈。 ?形容
老树枝干杈枒。 宋·朱熹《枯木》诗：“百
年蟠木老聱牙。”
【聱聱】（狔ó狌狔ó狌） 拟声词。 形容众声杂
作。 宋·苏轼《黠鼠赋》：“有橐中空，嘐嘐
聱聱，声在橐中。”嘐嘐 （犼犻ā狅犼犻ā狅）： 拟
声词。

螯 （á狅）螃蟹等节肢动物变形的第一
对脚，形状像钳子，能开合取食或

自卫。 《荀子·劝学》：“蟹六跪而二螯。”
跪： 脚。 也代称蟹，如： 持螯赏菊。

翱 （á狅）见“翱翔”。
【翱翔】（á狅狓犻á狀犵） 鸟回旋飞翔。

《庄子·逍遥游》：“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
之至也。”《三国演义》第三七回：“凤翱翔
于千仞兮，非梧不栖。”

鳌 〔鰲、鼇〕（á狅）传说中海里的大龟或
大鳖。 唐·李白 《猛虎行》： “巨鳌

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
【鳌头】（á狅狋ó狌） 唐宋翰林学士、承旨等官
员朝见皇帝时立于镌有巨鳌的殿陛石正
中，因称入翰林院为上鳌头。 唐·姚合
《和卢给事酬裴员外》： “蓬莱宫殿压鳌
头。”后亦称状元及第为“独占鳌头”。
【鳌足】（á狅狕ú） 古代神话中作为天柱的大
龟四足。 《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
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

四极。”

嚣 〔囂〕（á狅）见“嚣（狓犻ā狅）”。

鏖 （á狅）?激战，苦战。 如： 鏖战。 《汉
书·霍去病传》： “合短兵，鏖皋兰

下。”皋兰： 山名。 ?喧扰。 宋·黄庭坚
《仁亭》诗：“市声鏖午枕。”
【鏖兵】（á狅犫ī狀犵） 激烈的或大规模的战
斗。 《三国演义》第四七回：“赤壁鏖兵用
火攻，运筹决策尽相同。”

ǎｏ

夭 （ǎ狅）见“夭（狔ā狅）”。

拗 〔抝〕（ǎ狅）弄弯使断。 如： 拗花。
唐·温庭筠《达摩支曲》：“捣麝成

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
　（à狅）说起话来不顺口。 如： 拗口。
　（狀犻ù）固执。 如： 执拗。

媪 （ǎ狅）?妇女的通称。 明·杨士奇
《游东山记》：“一媪捧茗碗饮客。”

茗： 茶。 ?老年妇女。 《战国策·赵策》：
“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
（《触龙说赵太后》）

àｏ

岙 （à狅）也作“嶴”。 山深奥处。 常用
作山里地名。 明·徐宏祖《游雁荡

山记》：“出南门三十里，宿于八岙。”

坳 〔■〕（à狅）低洼的地方。 唐·杜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下者飘转

沉塘坳。”明·徐宏祖《游雁荡山记》：“两
岸南坳，轰然下泻者，小龙湫也。”
【坳堂】（à狅狋á狀犵） 也作“堂坳”。 地上低洼
之处。 《庄子·逍遥游》：“覆杯水于坳堂
之上，则芥为之舟。”芥： 小草。

拗 〔抝〕（à狅）见“拗（ǎ狅）”。

浇 〔澆〕（à狅）见“浇（犼犻ā狅）”。

敖 （à狅）见“敖（á狅）”。

傲 （à狅）?骄傲，傲慢。 唐·魏徵 《十
渐不克终疏》：“傲不可长，欲不可

７á狅－à狅熬聱螯翱鳌嚣鏖夭拗媪岙坳拗浇敖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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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轻视。 如： 恃才傲物。 特指傲世。
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
傲，审容膝之易安。”?急躁，多言。 《荀
子·劝学》：“故不问而告谓之傲。”
【傲岸】（à狅à狀） 高傲，不随和于世俗。
唐·李白《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诗：“崔生何傲岸，纵酒复谈玄。”
【傲骨】（à狅犵ǔ） 高傲不屈的性格。 明·
袁宏道《感王鬍庚》诗：“傲骨终然遭白眼，
穷途无计觅青蚨。”青蚨： 指钱。
【傲世】（à狅狊犺ì） 傲视当世。 晋·夏侯湛
《东方朔画赞》：“故颉颃以傲世。”颉颃： 傲
慢的样子。
【傲霜枝】（à狅狊犺狌ā狀犵狕犺ī） 指秋菊。 傲
霜： 不为寒霜所屈。 宋·苏轼《赠刘景文》
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后也用以比喻坚贞不屈的人。
【傲物】（à狅狑ù） 自高自大，瞧不起人。
唐·魏徵《谏太宗十思疏》：“既得志，则纵
情以傲物。”物： 人物，公众。

奥 （à狅）?屋子里的西南角。 《楚
辞·招魂》：“经堂入奥。”也指屋里

西南角的神。 《论语·八佾》：“王孙贾问
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
?隐蔽、机密的地方。 《三国志·魏志·
董昭传》：“往来禁奥。”?含义深，不易理
解。 唐·柳宗元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抑之欲其奥。”抑： 抑制，指文章不作详尽
的发挥。
　（狔ù）?通“燠”。 暖。 《诗经·小雅·
小明》：“昔我往矣，日月方奥。”?通“隩”。
水边深曲的地方。 《诗经·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淇（狇í）： 水名。
【奥博】（à狅犫ó） ?深藏广蓄。 《颜氏家

训·治家》：“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
吝。”生： 生业，产业。 ?含义深广。 《资治
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朕观《隋炀帝
集》，文辞奥博。”
【奥巧】（à狅狇犻ǎ狅） 奇妙。 明·袁宏道《天
目》：“石色苍润，石骨奥巧，石径曲折，石
壁竦峭，二绝也。”
【奥援】（à狅狔狌á狀） 官场中暗中支持的力
量。 明·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大慝巨
奸，或燕处于园亭，或潜藏于京邸，奥援有
灵，朝廷无法。”慝 （狋è）： 邪恶。 燕处：
闲居。

骜 〔驁〕（à狅，又读á狅）?骏马。 《吕氏
春秋·察今》：“良马期乎千里，不

期乎骥骜。”骥、骜： 都是好马的名称。
?比喻才能出众。 唐·韩愈 《荐士》诗：
“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通“傲”。
傲慢，轻视。 《韩非子·十过》：“夫智伯
之为人也，好利而骜愎。”愎： 任 性，
固执。 　　

慠 （à狅）同“傲”。 倨傲。 《吕氏春秋·
侈乐 》： “勇者凌怯，壮者慠幼。”

凌： 欺。

隩 （à狅）见“隩（狔ù）”。

懊 （à狅）烦恼，悔恨。 《南史·顾觊之
传》：“绰（顾绰）懊叹弥日。”

【懊恼】（à狅狀ǎ狅） 烦恼，悔恨。 唐·白居
易《听竹枝赠李侍御》诗： “懊恼何人怨
咽多。”
【懊丧】（à狅狊à狀犵） 因事情不如意而情绪
低落，精神不振。 《世说新语·言语》：“鹤
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
懊丧意。”轩翥（狕犺ù）： 飞举貌。

８ à狅 傲奥骜慠隩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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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犫ā）数词。

【八代】（犫ā犱à犻） ?指五帝三王之世。 《晋
书·陆机传》：“于是讲八代之礼，搜三王
之乐。”?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
隋。 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文起
八代之衰。”
【八股】（犫ā犵ǔ） 即八股文。 也称“时文”、
“制艺”。 明清科举制度规定的一种特殊
文体。 全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
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起股”
至“束股”是正式议论，这四段都有排比对
偶的文字各两股，合共八股，故称。 题目
摘自《四书》，所论内容不准作者自由发
挥。 后也常以“八股”比喻空洞、死板的文
章、演讲等。
【八卦】（犫ā犵狌à） 《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
形符号。 用“—”（阳爻）和“ ”（阴爻）组

　八　卦

成。 名 称 是： 乾
（椸 ）、 坤 （椺 ）、 震
（椻 ）、 巽 （椼 ）、 坎
（椾 ）、 离 （楀 ）、 艮
（楁）、兑（楃），分别象
征天、地、雷、风、水、
火、山、泽八种自然现
象，并认为“乾”、“坤”
两卦地位特别重要。
【八荒】（犫ā犺狌ā狀犵） 八方荒远的地方。
汉·贾谊《过秦论》：“有……囊括四海之
意，并吞八荒之心。”宋·陆游 《金错刀
行》：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
八荒。”
【八极】（犫ā犼í） 指八方极远之处。 唐·舒
元舆《长安雪下望月记》：“此时定身周目，
谓六合八极，作我虚室。”

【八节】（犫ā犼犻é） 指立春、立夏、立秋、立
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醒世恒言·
灌园叟晚逢仙女》：“那花卉无所不有，十
分繁茂，真个四时不谢，八节长春。”
【八骏】（犫ā犼ù狀） 相传为周穆王的八匹骏
马。 后泛指骏马。 唐·杜甫 《骢马行》：
“岂有四蹄疾于鸟，不与八骏俱先鸣。”
【八面玲珑】（犫ā犿犻à狀犾í狀犵犾ó狀犵） 原指窗
户宽敞明亮。 元·马熙 《开窗看雨》诗：
“八面玲珑得月多。”后借以形容为人处世
圆滑，善于应付。
【八音】（犫ā狔ī狀） 我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
通常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
同质材所制。
【八州】（犫ā狕犺ō狌） ?古时天下分九州： 雍
州、兖州、冀州、青州、徐州、豫州、荆州、扬
州、梁州。 秦所处为雍州地，八州指雍州
以外的八个州，即其他国家所居地。 汉·
贾谊《过秦论》：“序八州而朝同列。”序： 统
制。 ?指全中国。 《汉书·许皇后传》：
“殊俗慕义，八州怀德。”

巴 （犫ā）?盼望，等待。 《水浒传》第一
六回： “你们不要怨怅，巴到东京

时，我自赏你。”（《智取生辰纲》）?靠近，
挨着。 《西游记》第二七回：“这等半山之
中，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钱也没处买。”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古国名。 在今
四川东部一带地方，后为秦所灭，置为巴
郡。 汉·贾谊 《过秦论》： “西举巴、蜀。”
?姓。
【巴臂】（犫ā犫ì） 即“巴鼻”。 把握，根据，来
由。 《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那府
尹喝道：‘胡说！ 这十五贯钱分明是他丈
人与女婿的，你却说是典你的身价，眼见
的没巴臂的说话了。’”

扒 （犫ā）?刨，挖。 如： 扒开浮土。
?攀援。 如： 扒墙头。



犅

　（狆á）?用手或工具把东西聚拢。 《儒
林外史》第三回： “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
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范进中
举》）平头百姓： 普通百姓。 ?搔，抓。 如：
扒痒。

芭 （犫ā）?芭蕉。 植物名。 唐·张希
复《赠诸上人联句》：“乘兴书芭叶，

闲来入豆房。”?一种香草。 《楚辞·九
歌·礼魂》： “传芭兮代舞。”?通 “葩”。
花。 《大戴礼记·夏小正》：“言桐芭始生，
貌拂拂然也。”?通“笆”。 如： 篱芭。

鐛 （犫ā）同“疤”。 疮口或伤口结好后
留下的疤迹。 明·张岱 《陶庵梦

忆·柳敬亭说书》：“南京柳麻子，黧黑，满
面鐛瘤。”

捌 （犫ā）?“八”字的大写。 ?用手分
开。 《淮南子·说林训》： “故解捽

者不在于捌格。”捽（狕狌ó）： 殴斗。

笆 （犫ā）?用竹子或树枝编成的片状
器物。 ?竹名。 元·李衎《竹谱》：

“棘竹……亦曰笆竹。”

ｂá

拔 （犫á）?拉出来，抽出来。 《史记·
项羽本纪》： “项伯亦拔剑起舞。”

（《鸿门宴》）又：“力拔山兮气盖世。”（《垓
下之围》）?突出，超出。 唐·李白《梦游
天姥吟留别》：“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
岳掩赤城。”?攻克，攻取。 《史记·廉颇
蔺相如列传》：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
?选取，提升。 三国蜀·诸葛亮 《出师
表》：“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
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
下。”?移易，动摇。 宋·胡铨《戊午上高
宗封事》：“刘豫臣事金国，南面称王，自以
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拔除，消
除。 《史记·孟尝君列传》：“始孟尝君列
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
秦难，卒此二人拔之。”
【拔萃】（犫á犮狌ì） 指才能突出。 萃： 指聚
集在一起的人或物。 《孟子·公孙丑下》：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拔苗助长】（犫á犿犻á狅狕犺ù狕犺ǎ狀犵） 本作
“揠（狔à）苗助长”。 战国时宋国有个人嫌

禾苗长得慢，就一棵棵地去拔高一点，结
果禾苗反而枯死了。 （见《孟子·公孙丑
上》）后用来比喻急于求成，做事不合客观
规律，反而坏事。
【拔宅上升】（犫á狕犺á犻狊犺à狀犵狊犺ē狀犵） 古代
传说修道者全家同升仙界。 《醒世恒言·
灌园叟晚逢仙女》： “有旨封汝为护花使
者，专管人间百花，令汝拔宅上升。”
【拔擢】（犫á狕犺狌ó） 选拔，提拔。 晋·李密
《陈情表》：“过蒙拔擢，宠命优渥。”优渥：
优厚。

胈 （犫á）人腿上的细毛。 《韩非子·五
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

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

跋 （犫á）?翻山越岭。 如： 跋山涉水。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跋涉山

川，蒙犯霜露。”?文体的一种。 写在书籍
或文章的后面，用来评价其内容或说明写
作经过。 《梦溪笔谈》卷五：“后人题跋多
盈巨轴矣。”盈： 满。 巨轴： 指大卷的著
作。 ?见“跋扈”。
【跋扈】（犫á犺ù） 蛮横霸道。 如： 飞扬跋
扈。 《后汉书·梁冀传》：“帝少而聪慧，知
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 ‘此跋扈将
军也。’”

魃 （犫á）传说为造成旱灾的鬼怪。 《诗
经·大雅·云汉》：“旱魃为虐，如

惔如焚。”惔（狋á狀）： 火烧。

ｂǎ

把 （犫ǎ）?拿，持。 唐·白居易 《卖炭
翁》诗：“手把文书口称敕。”敕： 皇

帝的命令。 ?看守，把守。 《三国演义》第
九五回： “街亭有兵把守。” （《失街亭》）
?介词。 将，以。 宋·苏轼《饮湖上初晴
后雨》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
相宜。”?一手所握的叫一把。 《孟子·告
子上》：“拱把之桐梓。”把东西捆成的小束
也叫把。 唐·杜甫《园官送菜》诗：“清晨
送菜把，常荷地主恩。”
【把持】（犫ǎ犮犺í） 揽权专断，不让他人参
与。 清·方苞《狱中杂记》：“有某姓兄弟，
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
【把酒】（犫ǎ犼犻ǔ） 端起酒杯。 唐·孟浩然

０１ 犫ā－犫ǎ 芭鐛捌笆拔胈跋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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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故人庄》诗：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
麻。”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把酒临风，
其喜洋洋者矣。”
【把袂】（犫ǎ犿è犻） 拉住衣袖，表示亲密。
常用于会晤或分别。 南朝·梁元帝《与萧
挹书》：“但衡巫峻极，汉水悠长，何时把
袂，共披心腹？”
【把握】（犫ǎ狑ò） ?一握，一把。 汉·晁错
《论贵粟疏》：“夫珠玉金银……其为物轻
微易藏，在于把握。”?握，拿。 引申为掌
握、控制。 《淮南子·原道训》：“行而不可
得穷极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办成事
情的根据或信心。 清·李渔《闲情偶寄·
词曲下》：“则把握在手，破竹之势已成。”
【把与】（犫ǎ狔ǔ） 拿给。 《儒林外史》第三
回：“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
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
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范进中举》）
【把盏】（犫ǎ狕犺ǎ狀） 端着酒杯敬酒。 元·
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红娘把
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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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高考试题链接
一、 解释句中加点的词语
１．把酒
獉獉

问青天（　　）
２．念
獉
无与为乐者（　　）
２００６年山西省（课改实验区）中考试题

二、 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
１．适堕

獉
一钱于地（　　　　）

２．俟
獉
其去而俯拾焉（　　　　）

３．急欲面陈
獉
（　　　　）

２００６年陕西省（课改实验区）中考试题

靶 （犫ǎ）?缰绳。 《汉书·王褒传》：
“王良执靶，韩哀附舆。”?靶子，练

习射击的目标。 如： 箭靶，靶场。 元·王
实甫《丽春堂》第一折：“伸猿臂，揽银鬃，
靶内先知箭有功。”

　（犫à）通“把”。 柄。 《北齐书·徐之才
传》：“又有以骨为刀子靶者，五色斑斓。”

ｂà

坝 〔壩〕（犫à）截河拦水的建筑物。 如：
河坝。 宋·单锷 《吴中水利书》：

“其河自西坝至东坝十六里有余。”

伯 （犫à）见“伯（犫ó）”。

罢 〔罷〕  （犫à）?结束，停止。 《史
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既罢，归

国。”又《魏公子列传》：“于是罢酒。”?罢
官，免职。 清·方苞 《狱中杂记》： “请复
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主
谳者： 主审官。 ?完。 唐·杜甫《乐游园
歌》：“此身饮罢无归处。”
　（狆í）通“疲”。 ?疲劳，疲乏。 汉·贾
谊《论积贮疏》： “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
骨。”羸： 衰弱。 ?软弱无能。 与 “贤”相
对。 《荀子·王霸》：“无国而不有贤士，无
国而不有罢士。”
【罢软】（狆í狉狌ǎ狀） 软弱无能。 《汉书·贾
谊传》：“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
官不职。”

靶 （犫à）见“靶（犫ǎ）”。

■ 〔■〕（犫à）见“■■”。
【■■】（犫à狔à） 也作“罢亚”。 稻摇

摆的样子。 也指稻。 唐·杜牧 《郡斋独
酌》诗： “罢亚百顷稻，西风吹半黄。”前
蜀·韦庄《稻田》诗：“绿波春浪满前陂，极
目连云■■肥。”

霸 〔覇〕（犫à）?古代诸侯联盟的首领。
《商君书·更法》：“五霸不同法而

霸。”五霸： 一般指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
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称霸。 《史
记·项羽本纪》： “遂霸有天下。” （《垓下
之围》）
【霸道】（犫à犱à狅） ?也作“伯道”。 春秋时
势力强盛的诸侯凭借其武力、威势等所执
行的统治政策。 《史记·商君列传》：“吾
语公（秦孝公）以王道而未入也，吾说公以
霸道，其意欲用之矣。”后指用暴力、刑法
治天下的政治措施。 ?蛮不讲理。 《红楼

１１犫ǎ－犫à把靶坝伯罢靶■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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