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詞性 詞義 例句 

動詞 

丟失 

例：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 

（韓非《韓非子‧難二》） 

譯：齊桓公喝醉了，丟失了他的帽子。 

遺漏 

例：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韓非《韓非子‧有度》） 

譯：懲罰罪過不回避大臣，獎賞功勞不遺漏平民

百姓。 

遺留，剩下 

例：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蒿里行》） 

譯：一百個百姓中只剩下一個活着，想到這裏我

感到極度哀傷。 

給予，饋贈，寄

送 

例：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飲馬長城窟行》） 

譯：從遠方來的客人送給我裝有書信的木盒。 

拋棄 

例：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 

（蘇軾《喜雨亭記》） 

譯：現在上天不拋棄這裏的百姓，剛有乾旱的跡

象便賜予了雨水。 

排泄 

例：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

矢矣。（司馬遷《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譯：廉將軍雖然老了，飯量還很不錯，但是陪我

坐的時候，一會兒就上了幾次茅廁。 

招致 
例：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老子《老子‧九章》） 

譯：富貴了就驕傲，會招致禍患。 

名詞 
遺漏、殘存下

來的人或物 

例：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詩經‧雲漢》） 

譯：周地餘下的百姓，幾乎沒有殘存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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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性 詞義 例句 

形容詞 
相反，顛倒，與

「正」相對 

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論語‧顏淵》） 

譯：君子成全別人的好事，不促成別人的壞事，

小人卻與此相反。 

動詞 

翻轉過來 
例：變所欲為，易於反掌。（枚乘《上書諫吳王》） 

譯：改變自己的想法，比翻轉手掌還要容易。 

違反，違背 

例：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 

（《左傳‧宣公十五年》） 

譯：天違反時令就是災難，地違反規律就是妖

異，百姓違背道德就是禍亂。 

反叛，造反 

例：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 

譯：我日夜都盼望將軍來，哪裏敢造反呀！ 

返回，回到，往

返，後作「返」 

例：桓公自莒反於齊。（《國語‧齊語》） 

譯：齊桓公從莒國回到了齊國。 

重複 

例：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論語‧述而》） 

譯：孔子和別人唱歌，如果唱得好，一定請他再

唱一遍，然後和他一起唱。 

反思，反省 
例：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詩經‧七月》） 

譯：紂王被圍困在宮殿裏卻不反思自己的過錯。 

類推 

例：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論語‧述而》） 

譯：如果教給他一個方面，他卻不能以此推斷另

外三個方面，就不要用同一種方法重複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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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性 詞義 例句 

動詞 

糾正錯案 

例：杜周治之，獄少反者。 

（司馬遷《史記‧平淮書》） 

譯：杜周治理這裏，很少有需要翻案的案件。 

通「販」，買進

賣出 

例：積反貨而為商賈。（荀子《荀子‧儒效》） 

譯：積累販賣貨物的經驗就成為商人。 

副詞 反而，反倒 

例：人皆以數入為榮，貴人反以為憂。 

（范曄《後漢書‧皇后紀上》） 

譯：別人都以進入禁宮為榮，你反而為此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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