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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6/2021_2022__5B_E5_9F_

BA_E7_A1_80_E7_9F_A5_c65_106279.htm 案： 同“按”； 审

察，察看。动词。 “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

” 罢： 通“疲”； 疲劳。形容词。 “罢夫赢老易于而咬其

骨。” 颁： 通“班”；“斑”； 头发花白。形容词。 “颁

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板： 同“版”； 字版。名词。 “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 : 同“蚌”； 河蚌。 “民食

果损蛤。 暴： “同曝” 晒。动词。 “虽有槁暴，不复挺者

，使之然也。 ” 暴： 同“曝” 暴露，显露。动词。 “思厥

先祖父，暴霜露，” 暴： 同“曝”； 暴露，显露。动词。 

“忠义暴于朝廷。” 暴： 同“曝”； 晒。动词。 “盛夏力

作，而穷冬暴露，” ： 同“杯”； 酒器。名词。 “沛公不

胜杓，不能辞。” 倍： 通“背”， 背叛，忘记。动词。 “

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倍: 同“背” 背叛，违背。动

词。 “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 被: 通“被”； 顶

。动词。 “被明月兮宝璐。” 被： 同“披”； 穿着。动词 

“闻妻 言，如被冰雪。” 被： 同“披”； 覆盖在肩背上。

动词。 “同金生皆被绮绣，” 被: 同“披”； 覆盖在肩背上

动词. “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 被: 

同披. 覆盖在肩背上。动词。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

畔，” 俾倪： 同“睥睨”； 斜着眼看。形容词。 “见其客

朱亥，俾倪.” 辟： 通"避”； 躲避，逃避。动词。 “从台上

弹人，而观其辟丸也。” 辟： 通“避”； 躲避。动词。 “

其北陵，文王所辟风雨也。” 辟： 通“僻”； 行为不正。形



容词。 “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弊： 通“敝”； 困顿，

失败。形容词。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 弊： 通“敝”； 

疲惫，衰败。 “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 弊

： 通“敝”； 疲惫，衰败。形容词。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弊。” ： 同“遍” 遍及，普遍。动词。 “小惠末，民弗从

也。” 宾： 同“傧”； 迎接客人的人。名词 “设九宾于廷

，臣乃敢上璧。” 不： 同“否”； 不。副词。 “或师焉，

或不焉。” 不： 同“否”； 不会。副词。 “王曰：‘不也

’。” 不： 同“否”； 吗。疑问语气词。 “察王以十五城

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 不： 同“否”； 吗。疑问语气词。 

“汝见我不?” 不： 同“否”； 吗。疑问语气词。 “宁可共

载不？” 材： 同“才”； 才能。名词。 仆材 不足，而又畏

前所陈者， 材： 同“才”； 才能。名词。 “食之不能尽其

材。” 裁: 通“才” 仅，只。副词。 “城中 兵不满千，户裁

及万。” 裁： 通“才”； 刚刚。副词。 “手裁 举，则又超

忽而跃。” 采： 同“彩” 彩色，颜色。名词。 “成五采，

此天子气也。” 采： 同“彩”； 颜色，彩色。名词。 “须

臾成五采。” 仓： 同“苍”； 黑色。名词。 “要离刺庆忌

也，仓鹰击于殿上。” 藏： 同“脏” 脏腑。名词。 “末至

二三里，摧藏马悲哀。” 廛： 通“缠” “胡取禾三百廛兮?

” 唱： 通“倡”； 倡导。动词。 “而予三十年前所主唱之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钞： 同“抄”； 抄写。动词。 “

适 中手自钞录。” 雠： 同“仇”； 仇敌，仇人。 “及仇雠

已灭，天下已定，“ ： 同“锄”； 锄头。名词。 “棘矜,非

于钩戟长铩也。” 绌： 通“黜”； 罢免官职。动词。 “屈

平既绌，” 从： 同“纵”； 合纵，联合抗秦。动词。 其后



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 从： 同“纵”； 与“横”相对，

“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从： 同“纵”； 与“横相对，地

理上的南 “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 淬： 通“"； 金

属器械烧后放入水中一 “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 厝： 

同“措”； 放置。动词。 “一厝朔东，一厝雍南”。 错： 

同“措”； 放。动词。 “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 当： 

通“挡” 抵挡，抵偿。动词。 “汉亦留之以相当。” 当： 

通“挡” 抵挡。动词 “曹军不能抵当。” 当： 通“挡”； 

抵。动词 :以尔汉而当汉半地，臣请往如楚。。 当： 通“挡

”； 抵挡。动词。 “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操者。” 当： 通“

挡”； 遮挡。动词。 “坦墙周庭，以当南日，” 党： 通“

倘”； 倘若，偶然。副词。 “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 

道： 同“导’； 引导。动词。 “故善者困之，其次利道之，

。 得： 通“德”； 恩惠。名词。 “所识穷乏者得我钦?” 吊

： 同“掉”； 落。动词。 “连一根针吊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 丁宁： 同“叮咛” 嘱咐。动词。 “府吏见丁宁，结誓不

别离。” 读： 通“逗”； 即现在的“，”。名词。 “授之

书而习其句读者。” 度： 同“渡”； 渡过，越过。动词。 

“一夜飞度镜湖月" ’ 队： 通“坠； 坠落。动词。 “星队、

木鸣、国人皆恐。” ： 同"夺； 强取，夺取。动词。 “再门

，门闭不得出。” 堕： 通“隳”； 毁弃。动词。 “堕军实

而长寇仇，亡无日矣!” 蛾 同蚁 蚂蚁。名词 土民蛾 聚者万人

，。 而： 通“尔”； ”你的。代词。 “吾乃 与而君言，汝

何为者也?” 而： 通“尔”； 你，你的。代词。 “而翁长铨

，迁我京职。” 而： 通“尔”； 你。人称代词。 “某所，

而母立于兹。” 而： 通“尔”； 你的。代词。 “若欲 死而



父，即前斗” 而： 同“如” 象。形容词。 “军惊而坏都舍

。 尔： 同“耳” 罢了。语气助词。 “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 尔： 同“耳”： 罢了。语气助词。 “无他，但手熟尔

。” 尔： 同“耳”： 罢了。语气助词。 “以头抢地尔。” 

尔： 同“耳”； 罢了。语气助词。 “倘三年犹不得，即犹不

归尔。” 尔： 同“耳”； 罢了。语气助词。 “非死则徙尔

。。 蕃： 通“繁”； 多。形容词。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

甚蕃。” 反： 同“返, 返回。动词。 “今日往而不反者，竖

子也1” 反： 同“返” 返回，归来。动词。 “其良人出必餍

酒肉而后反。” 反： 同“返” 返回。动词。 “人穷则反本

。” 反： 同“返”； 返回。动词。 “经纶世务者，窥谷忘

反。” 反： 同“返”； 返回。动词。 “盖亦反其本矣。“ 

反： 同“返”； 往返，返回。动词。 “使子路反见之。” 

反： 同“返”； 往返，返回。动词。 “责收毕，以何市而

反?” 反： 同“返”； 往返，返回。动词。 “寒暑易节，始

一反焉。” 奉： 通“俸” 俸禄，薪俸。名词。 “弘位在三

公，奉禄甚多。” 奉： 同"捧"； 两手托着。动词。 “而察武

阳奉地图匣，以次进。” 奉： 同“棒”； 两手托着。动词。

“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 奉： 同“捧 两手托着。动词

。 “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 缶： 同“” 盛酒浆的瓦器

。名词。 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 拂： 同“弼”； 辅

弼。动词。 “入则无法家拂土。 父： 同“甫”， "古代在男

子名字下加的美称。名词。 " 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

、安上纯父。” 盖： 通“盍”， 为什么。疑问代词。 “兴

化部是日遂出华林部远甚。” 盖： 通“盍”； 何不。兼词。

“盖亦反其本矣。” 盖： 通“盍”； 为什么，疑问代词。 



“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干： 通“岸”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 彀： 同“够”。 能够。副词。 彀： 同“

够”； 达到。动词。 ”称心快意，几家能彀。” 估： 通“

贾”； 商人。名词。 “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 灌： 通“盥”； 洗手。动词。 “媵人持汤沃灌。” 函胡

： 同“含糊” 形容词。 南声函胡，北音清越。” 曷： 同‘

何”； 什么。疑问代词。 “蹈死不顾，亦易故哉?” 衡： 通"

横” 跟竖、直相对，地理上的东西为“横”。名词 “有勇力

者聚徒而衡击。” 衡： 通“横” 梗塞，指不顺。动词。 “

困于心，衡于虑。” 衡： 通“横” 与纵相对， “外连横而

斗诸侯。” 衡： 通“横”； 与竖相对，地理上的东西为横，

名词。 “左手倚一衡木 华： 同“花”； 植物的繁殖器官。

名词。 “混黄华叶衰。” 画： 同“划” 用拨子在琵琶中划

一下。 用拨子在琵琶中划一下。 ： 同“欢” 欢聚。动词。 

“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 还： 同“环”； 绕。动词。 

“秦王还柱而走。” 还： 同“旋”； 回转、掉转。动词 “

扁鹊望桓侯而还走。” 皇： 通"惶” 恐惧，惊慌。形容词。 

“然仓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 皇： 通“惶”； 恐俱

，惊慌。形容词。 “赢得仓皇北顾。” 皇： 通“惶”； 恐

惧，惊慌。形容词。 “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 

皇： 同“凰” 传说中的雌凤。名词。 “驾鸟凤皇，日以远兮

。” 恍： 同“恍” 恍然，猛然醒来的样子。 “恍惊起而长

嗟。” 麾： 同“挥”； 指挥。动词。 “麾众 拥豪民马前，

” 惠： 同“慧”； 聪明。形容词。 “甚矣，汝之不惠。” :

： 通“昏”； 昏乱糊涂。形容词。 “吾:，不能进于是矣。

” 混： 同“浑” 水不筒，污浊，形容词。 举世沼浊，何不



随其流而扬其波? 溷: 同“混”、“浑” 混浊。形容词。 “世

溷浊而莫余知兮。” 溷： 同“混”、“浑”； 厕所。名词。

“中丞匿于溷藩以免。” 火： 同“伙”； 古代军队的组织，

十个为“一火” “出门看火伴”。 火： 同“伙”； 一伙。

数量词。古代军队 “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 疾: “嫉”, ,嫉

妒，憎恨。动词。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疾: 同嫉. 

嫉妒，憎恨。 “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 棘: 同“戟”； 兵

器。名词。 “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也。” 籍： 通“藉”； 垫

。动词。 “籍柔覆温之躯。” 纪： 通“记”； 记载。动词

。 “又或有纪载而语焉不详，” 贾： 通“价”； 钱。名词

。 “如有营，予佐尔贾。” 简： 同“拣” 选，择。动词。 

“宏餍慈九德，简能而任之。” 简： 同“拣”； 挑选，选拔

。动词。 “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简： 同“拣”； 挑

选。动词。 “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 见： 同“现” 暴露

，露出来。动词。 “图穷而匕首见。” 见： 同“现” 呈现

，露出来。 “信义安所见乎?” 见： 同“现” 呈现，露出来

。动词。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见： 同“现”： 出现

。动词。 “路转溪头忽见。” 见： 同“现”； 呈现，露出

来。动词。 “风吹草低见牛羊。” 见： 同“现”； 呈现，

露出来。动词。 “才美不外见。” 见： 同“现”； 出现，

露出来。动词。 “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 见： 同现

”. 现在。副词。 “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缰： 同“

强”. 强大。形容词。 “缰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 疆： 

通“强”； 强壮。形容词。 “始以疆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糨： 同“浆”； 用米汤汁浸渍。。动词。 介： 同“芥”； 

小草。名词。 “无纠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缙： 通“”



； 插。动词。 “缙绅、大 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

。” 缙： 同“” 插。动词。 “由是之扬，之杭，之金陵，

名达于缙绅间。” 菁： 通“精”； 精华，糟碎。形容词。 

吾党菁华，付之一炬。。 景 同“影”； 影子。名词。 “影

从云合，而见一人，” 景： 同。影”； 影子。名词 “荡荡

空中景”。 景: 同“影”； 影子。名词。 “天下云集响应，

赢粮而景从。” 迥： 同“回”. 辣转。动词。 “迥忆后街之

屋。” 鸠： 同“纠”； 集合。动词。 “豪民 于闻难，鸠宗

族僮奴百许人。” 沮： 通“阻” 阻止，阻挡。动词。 “帝

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 句: 同“勾”； 勾取。动词。 “

虽小数，然必句性情，习方俗。 具 通“俱”； 全，都，引申

为详细。副词。 “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 具: 通"俱" 全，

都。副词。 “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 具: 通“俱” 都，

全，引申为详细。副词。 “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 具： 

通“俱”； 全，都，引申为详细。副词。 “愿伯具言臣之不

敢倍德也。” 具： 通“俱”； 全，都。引申为“详细”。副

词。 “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 具： 通“俱”； 全，皆。

副词。 “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具: 通“俱”； 全、都，

引申为详细。副词。 。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 具: 同

“俱” 都，全，副词。 “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 距 同“

拒” 抗拒。动问。 “或走， 或闭门旅距。。 距: 同“拒”； 

把守。动词。 “距关，毋内诸侯。” 决： 通“诀” 诀别,离

别。动词。 “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 决： 通“诀”； 离别

。动词。 “辞决而行”。 掘： 同“倔” ，顽强，固执。形

容词。 “掘强沙塞之间， 抗： 通“亢”； 高。形容词。 “

引商刻羽，抗坠疾徐，并称善也。” 亏： 同“诡” 差异，不



适应。动词 “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 雷： 通“擂鼓”；

敲击。动词。 “擂鼓大震，北军大坏。” ： 通“累”. 堆矗

，积累。动词。 “即今之然在墓者也。” 累： 通“摞”； 

捆绑犯人的大绳子例句中作。捆绑。讲，与“臣”一起指。

俘虏。” “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 累累： 通“垒垒”；

形容坟墓一个连着一个的样子。形容词。 遥望是君家，松柏

冢累累。” 离： 通“罹”. 遭遇。动词。 “离骚’者，犹离

忧也。 : 同“栗”； 发抖。动词。 深林今惊层颠。” ： 同“

栗”； 发抖。动词。 “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 帘： 同

“奁” 女子梳妆用的镜匣。名 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 

列： 通“裂”； 分裂。动词。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 

同“脔” 切成块状的肉。名词。 切成块状的肉。名词。 廪廪

： 通“懔懔”； 危惧的样子。形容 “而直为此廪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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