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詞性 詞義 例句 

動詞 

斷絕 

例：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 

（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 

譯：秦王大驚，立刻站了起來，扯斷了衣袖。 

橫渡，穿過， 

經過 

例：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 

（荀子《勸學》） 

譯：借助船舶的人，並非善於游泳，卻可以橫

渡江河。 

超過 

例：博聞強志，過絕於人。（《漢書‧劉歆傳》） 

譯：他們父子學識淵博，記憶力強，能力超過

了一般人。 

滅絕，滅亡 

例：天用剿絕其命，今予唯恭行天之罰。 

（《尚書‧甘誓》） 

譯：上天因此要滅絕他的性命，我現在只不過

是順着天命去懲罰他。 

杜絕 

例：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論語‧子罕》） 

譯：孔子杜絕了四個毛病：不憑空猜測，不武

斷絕對，不固執己見，不自以為是。 

謝絕，絕交 
例：越石父請絕。（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 

譯：越石父請求與晏子絕交。 

絕盡，窮盡 

例：孔子絕糧陳 蔡。（王充《論衡‧逢遇》） 

譯：孔子被困在陳國與蔡國之間，糧食已經耗

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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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性 詞義 例句 

形容詞 

獨一無二的，

絕妙的，卓越

的 

例：佗之絕技，凡此類也。 

（陳壽《三國志‧魏書‧華佗傳》） 

譯：華佗的卓越醫技，基本上就是這些。 

僻遠，極遠的 

例：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 

（司馬遷《史記‧蘇秦列傳》） 

譯：我的國家地處偏僻，軍隊離宋國太遠了，

不能直接攻打它。 

名詞 絕句 
例：我且高吟一絕。（王實甫《西廂記》） 

譯：我就來高聲吟唱一首絕句。 

副詞 

極，非常 
例：秦女絕美。（司馬遷《史記‧伍子胥列傳》） 

譯：秦國的那位女子非常美麗。 

僅，只 

例：三國之所以亡者，絕以小。 

（管仲《管子‧大匡》） 

譯：這三個國家之所以滅亡，只是因為它們小。 

詞性 詞義 例句 

動詞 

退，使退 

例：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 

（司馬遷《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譯：不如答應他們以便使秦兵撤退，不答應的

話秦兵就不會撤退。 

拒絕，推辭 
例：卻之卻之為不恭。（《孟子‧萬章下》） 

譯：一再推卻、拒絕別人的好意是不恭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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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性 詞義 例句 

動詞 

消除 

例：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 

（王充《論衡‧變虛》） 

譯：景公要消除火星帶來的災禍，也應該要靠

積極的行動。 

停止，制止 

例：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 

（韓非《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譯：可是驅趕牠卻不前行，制止牠卻不止步。 

名詞 

通「隙」，空隙，

機會 

例：即復因卻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 

（王充《論衡‧驗符》） 

譯：他於是又找機會向皇帝報告得到黃金的真

實情況，內容和上次的一樣。 

通「隙」，嫌隙，

隔閡 

例：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卻。 

（司馬遷《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譯：因此梁孝王和太尉之間有了嫌隙。 

副詞 

還，再 

例：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李商隱《夜雨寄北》） 

譯：何時能夠與你在西窗下剪燭夜談，再敍說

今日巴山夜雨的情景呢？ 

反，反而 

例：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 

（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 

譯：京城的街道上小雨紛紛，像酥油般滋潤，

遠遠望去草色連成一片，近看反而顯得稀疏。 

助詞 
用在動詞後，

表示完成 

例：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杜甫《一百五日夜對月》） 

譯：砍掉了月中的桂樹，月亮的光輝應該會更

加皎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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