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詞性 詞義 例句 

動詞 

看見 

例：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木蘭辭》） 

譯：昨晚看見徵兵的文書，知道可汗正在大規

模徵集士兵。 

遇見，見面 
例：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左傳‧隱公元年》） 

譯：不到黃泉，不會再跟她見面。 

拜見，接見 
例：孟子見梁惠王。（《孟子‧梁惠王上》） 

譯：孟子拜見梁惠王。 

推薦，介紹， 

引見 

例：胡不見我於王？（《墨子‧公輸》） 

譯：為什麼不向楚王引見我呢？ 

聽見，聽到 

例：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 

（李白《送友人入蜀》） 

譯：我聽別人說蜀道崎嶇險阻，不易通行。 

知道，理解 

例：讀書百遍，其義自見。 

（魚豢《魏略‧儒宗傳‧董遇傳》） 

譯：書讀了上百遍，自然就能領會其中的意旨。 

打算 

例：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 

（李賀《南園十三首‧其七》） 

譯：打算買一把用若耶溪的水鍛造的寶劍，明

早歸隱去向猿公學習劍術。 

顯現，出現 

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 

（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 

譯：秦王打開地圖，地圖展開到盡頭的時候，

匕首露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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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性 詞義 例句 

動詞 表現 

例：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 

（荀子《荀子‧儒效》） 

譯：沒有車馬的話，造父就無法展現他的才能。 

名詞 見識，見解 

例：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晉書‧王渾傳》） 

譯：我勇敢地陳述自己愚笨的見解，不惜觸犯

皇上的威嚴。 

形容詞 現成的 

例：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 

譯：士兵只能吃粗劣的飯食，軍隊沒有現成的

糧食。 

介詞 

用在動詞前表

被動，譯為

「被」 

例：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 

（司馬遷《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譯：秦國的城邑恐怕不能得到，只會白白被騙。 

加在動詞前表

示對他人動作

行為的承受 

例：今日見辱問於長者。（李朝威《柳毅傳》） 

譯：今天我承蒙您這樣有德行的人關懷下問。 

副詞 現在 

例：伍奢乃有二子，見事於君。 

（《敦煌變文集‧伍子胥變文》） 

譯：伍奢有兩個兒子，現在都在為君王辦事。 

詞性 詞義 例句 

名詞 名稱，名字 

例：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五章》） 

譯：我不知道它的名字，給它取名叫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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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性 詞義 例句 

名詞 

說法，名義 
例：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漢書‧高帝紀》） 

譯：出兵沒有正當的名義，就不會取得勝利。 

名號，名分 

例：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左傳‧成公二年》） 

譯：唯有禮器和名爵，不可以借給別人。 

名譽，名聲 

例：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 

（《漢書‧雋不疑傳》） 

譯：他的言行舉止必定遵循禮儀規範，在州郡

中有很好的名聲。 

形容詞 

有名，著名 
例：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劉禹錫《陋室銘》） 

譯：山不在於有多高，有了神仙就出名了。 

大 

例：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禮記‧雜記下》） 

譯：凡是宗廟所用的大禮器製成後，都要用一

隻小公豬進行血祭。 

動詞 
命名，取名，稱

呼 

例：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屈原《離騷》） 

譯：父親為我取名叫正則，給我取字叫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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