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詞性 詞義 例句 

形容詞 

新的，與「舊」、

「故」、「陳」等

相對 

例：總把新桃換舊符。（王安石《元日》） 

譯：他們忙着把陳舊的桃符取下來，換上了新的

桃符。 

新鮮 

例：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維《送元二使安西》） 

譯：經過雨水的洗滌後，旅館周圍的柳樹青青綠

綠的，顏色變得十分新鮮。 

名詞 

柴，後作「薪」 

例：百姓斬木艾新而各取富焉。 

（《十六經‧順道》） 

譯：百姓可以伐樹砍柴來獲取財富。 

指剛收穫的糧

食或蔬果 

例：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 

（《呂氏春秋‧孟秋》） 

譯：這個月，農民開始進獻五穀，天子品嘗剛收

獲的穀物。 

副詞 剛，才 
例：將奔齊，齊師新敗。（《左傳‧成公二年》） 

譯：巫臣打算投奔齊國，但齊國剛剛戰敗了。 

詞性 詞義 例句 

名詞 

底部，在低處，

與「上」相對 

例：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詩經‧七月》） 

譯：蟋蟀在十月份的時候來到我的牀底下。 

臣下、百姓 

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孟子‧滕文公上》） 

譯：居上位者有什麼愛好，底下的人一定會爭相

仿效，甚至喜歡得更加厲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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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性 詞義 例句 

形容詞 

低，低於，與

「高」相對 

例：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 

（沈括《夢溪筆談‧藥議》） 

譯：這是地勢的高低不同所造成的。 

遜，少於 
例：粟糧漕庾，不下十萬。（《戰國策‧魏策一》） 

譯：糧倉中的糧食，不少於十萬。 

等次或品級低 

例：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 

（王充《論衡‧逢遇》） 

譯：君主才智低下淺陋，不能任用傑出的人才。 

動詞 

從高處到低

處，降落 

例：無邊落木蕭蕭下。（杜甫《登高》） 

譯：無窮無盡的樹葉紛紛飄落。 

攻克 

例：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 

（《戰國策‧秦策三》） 

譯：秦國攻打邯鄲，十七個月都沒有攻下。 

去，到。通常指

由西往東，由

北往南，由上

游往下游 

例：煙花三月下揚州。 

（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譯：他在這柳絮如煙、繁花似錦的三月動身前往

揚州。 

下達，頒佈，派

遣 

例：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 

（范曄《後漢書‧趙典傳》） 

譯：朝廷於是下達聖明的詔令，想讓你們和解。 

輕視 

例：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 

（范曄《後漢書‧荀彧傳》） 

譯：古人崇尚運籌帷幄的謀劃，輕視進攻佔領的

能力。 

自降身份與人

交往 

例：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 

（王充《論衡‧道虛》） 

譯：以一國之尊的身份禮待學習道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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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性 詞義 例句 

動詞 除去，捨去 

例：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周禮‧秋官‧司民》） 

譯：區別男女性別，並登記每年的出生人口，除

去死亡人口。 

量詞 
表示動作的次

數 

例：縛之着樹，鞭杖百餘下。 

（陳壽《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譯：劉備把督郵綁在樹上，鞭打了一百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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