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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
__Jyi)❶数之始。人类为计数需要，首先有数目一。引 
—'申为初，常用以表示最少数量。《论语•公冶长》:“旦 

也闻一以知十。”《孟子•梁惠王下》:“《书》日：'烫一征，自 

邕始。'”赵岐注：“言汤初征，自葛始❷同一；一样。如： 

二式两份。《淮南子•记山训以”丽行则异，所归者一。”❸纯 

一不杂。《管子•水地》： “故水一则人心正。”尹知章注:“一， 

谓不杂。”❹满;全。如:一天星斗。钮《清平乐》词：“砌下落 

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❺统一。堂《阿房宫赋》： “六王 

毕，四海一。“❻专一。《论衡•感虚》：“专心一意❼指万物 

的普遍本质。《老子》： “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淮南子•诠言 

训》： “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❽指从无形的道 

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老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指对立面的统一体。,张载《正蒙•太和》： “不有 

两则无一。”认为如果没有对立面也就没有统一体。❿一概。 

«荀子•劝学》： “一可以为法则。”❿表示一次或短暂。如:借 

笔一用。《宋书•戴颛传》： “闻卿善琴，试欲一听。"❷犹一下； 

才。表示两种行为时间上先后紧连。如:一学就会;一听就 

懂。伽一旦;一经。如:一失足成千古恨。《庄子•徐无鬼》： 

“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❿另一；又。梁元帝《金楼子•兴 

王》： “时正耳之子名日曲字道无，一字直及每。如：一 

班选三不禄。❿或。《苏子•谋攻》：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 

负。”。乃；竟。《史记•商君列传》: “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作语助。以加强语气。生直《石壕・吏》诗：“吏呼一何怒，妇 

啼一何苦! ”©乐谱符号。工尺谱中的音名之一。

--逐一；一个一个地或一件一件地。《韩非子,内储 

说上》: “韩昭侯日:‘吹竽者众，吾无以知其善者。'田严对 

日：'----而听之”

一二 ❶一些，表示少数。如:略知一二。《景德传灯录• 

泰钦禅师>>:“此山先代一二尊宿曾说法来。"❷犹一一。亘当 

是《报任少卿书》: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一一又 犹“一再”。随《祭河南张员外》: “期宿界上,一又 

相语’；自别几时，遽变寒暑。”

一干❶一帮;一批；一伙。《水浒全传》第七十二回：“主 

江引一干人，入城看灯。”❷数词“一千”的隐语。“干”和“千” 

季形相似,所以把“一千”说成“一干”。参见“一方❸”。

一寸 ❶十分为一寸，引申为微量。《汉书•贾谊传》： “一 

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❷指心。古人谓心为 

方寸之地,故名。建《次韵答王巩》: “十年尘土窟，一寸冰 

雪清。”

一口 ❶一人之口。《韩非子•孤愤》: “以一口与一国争， 

［其数不胜也。”❷犹众口一辞。《韩非子♦孤愤》:“朋党比周， 

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土民。”❸一人。《后汉书•虞诩 

传》： “自此二十余年，家门不增一口。”❹一孔。《晋书•元帝 

纪》:"遂为二楂，共一口，以贮酒焉。”❺表数量。如:剑一口； 

咬一口。©表示说话确定不移。豊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 

园君》:“生彊一口答应了。"❷指说话的口音纯正。如:一口 

京白.

部
一山即"一■宁"。

-JII❶一条河。《汉书•沟渔志》:"独一川兼受数河之 

任，虽髙增隈防，终不能泄。”❷犹一片。楚图《力疾山下吴 

村看杏花》诗：“春来渐觉一川明，马上繁花作阵迎。”

一门❶犹一源。《淮南子•原道训》:“百事之根，皆出一 

门。”❷犹一类。型《游猎篇》: “荣辱浑一门，安知恶与美。” 

❸犹一家。《后汉书•梁冀传》: “翼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 

后。”短1«送鲜于万州迁巴州“诗］京兆先时杰，琳琅照一 
门。”不就一派。《南齐书•刘绘传》「箜为后进领袖，机悟多 

能。时錮、鞭并有言工……绘之彘匕又顿挫有风气。时 

人为:£语口7^经贴宅，别开一门。'言在二家之中也。” © 
犹一桩;一种。画■一门亲事;一门学问。

一己自己一个人。《关尹子♦三极》：“圣人不以一己治天 

下，而以天下治天下。”

一王 一代王朝。《史记•太史公自序》： “〔2立〕故作《春 

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一夫❶犹独夫，指众叛亲离的暴君。《孟子•梁惠王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❷一个人。李白《蜀道难》诗:“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❸借指百步或百亩的地积。《考工记•匠 

人》：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郑玄注：“方各百 

步。”量公彦疏:“盖市曹司次介次所居之处与天子二朝，皆 

居一夫之地，各方百步也。”《新唐书•食货志二《： ”古者百亩 

地号一夫，盖一夫授田不得过百亩。”❹针灸学名词。“夫”亦 

作“扶”。针灸取穴度量名称。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 

四指并合时的宽度。相当于同身寸三寸。«礼记•投壶》汉郑 

玄注:“铺四指日扶。“逍誕《肘后备急方,治风毒脚弱痹满 

王气方》:“以病人手横掩，下并四指，名日一夫也有以三 

横指为一夫者。《备急千金要方》卷七：“夫有两种，有三指为 

一夫者。”

一元 ❶宇宙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和天地万物的本原。 

«春秋繁露•玉英》： “谓一元者，太始也。”《关尹子•二柱》： 

“先想乎一元之气，具乎一物。”❷古代术数家的说法，以四 

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汉书•律历志上》： “凡四千六百 

一十七岁，与一元终。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参 

见“阳九”。❸指天下。《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夷一元之穷 

灾，拯六合之沈溺。”

一艺 古称六经为六艺。一艺，指一种经学。《汉书•艺文 

志》： “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后 

亦用以泛指某项技能。《后汉书•邓禹传》： “有子十三人，各 

使守一艺。”

一气❶天地间的混沌之气。《晋书•李玄盛传论也“若一 

气之生两仪。”❷一口气，表示不间断。如：一气呵成。《宣 

和遗事》前集：“有僧人带来行童见师囚了，一气走至在画岸 

上。”❸犹一片。白居易《春游二林寺》诗:“熙熙风土貳康为 

一气碧。"❹声气相通。建国邇《奉和华清宫观行香应制》诗： 
“云物三光里，君臣一殳中。”

一介❶犹一个。多含有藐小、微贱的意味。《左传•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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