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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貫中〈空城計〉         班級：  座號：   姓名： 

問題一：請分段閱讀課文及補充資料後（大師傅負責第一段，小師傅負責第二段，大徒弟

負責第三、四段，小徒弟負責第五、六段），回答下列問題。 

1.第一段中，眾官為何會驚恐而變了臉色？作者如何運用「對比」手法寫出西城危機？ 

答：司馬懿引魏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蜀軍只有二千五百兵；敵眾我寡，形勢險惡。 

 
一 寫魏軍雄師浩蕩壓境而來，蜀軍局勢險惡，處境艱難。 

1.運用對比手法，以浩蕩壓境的魏軍和只有文官、殘兵的西城作對照，凸顯情勢危急。 

2.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顯示軍情緊急，表示情況「急如星火」、「迫在眉睫」。 

3.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敵眾且來勢洶洶。 

4.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敵眾我寡，凸顯出處境的危險。 

5.眾官聽得這消息，盡皆失色：寫出蜀軍之驚，並與第二段孔明的沉著冷靜形成對比。 

2.第二段中，孔明面臨危機，如何應變？請分析孔明的危機處理。 

危 機 處 理 目的 

登城望之，果然塵土沖天，魏兵分兩路望西城縣殺來。 觀察敵情 

1. 眾將旌旗，盡皆藏匿。 

2. 諸軍各守城鋪，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聲言語者，立斬。 

3. 大開四門，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如魏兵到

時，不可擅動，吾自有計。 

孔明下令： 

營造空城假象 

孔明乃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凭欄

而坐，焚香操琴。 

孔明舉止： 

心戰策略 
 
二 寫孔明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如何緊急應變。  

1.先寫孔明故布疑陣，以「空城」欺敵，也就是兵法中的「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處於不利形

勢時，要故意僞裝成實力雄厚的樣子，威懾對手，使其不敢貿然進攻，這是一種以假隱真、迷惑敵人的策略；而在自己兵力雄厚的

情況下，故意做出空虛的樣子或露一些破綻，引誘敵人來攻，從而上當。）。而孔明的命令簡短有力、明快果決，

具有權威性，可見他「慎謀能斷」，並以「吾自有計」為伏筆，暫時抑制眾人的疑問，加

強下文高潮的效果。 

2.再寫孔明故布疑陣後若無其事的樣子。他沉著從容的表現，給敵人莫測高深的感覺，可

說是「處變不驚」。與第一段文末「眾官盡皆失色」形成強烈對比。 

3.果然塵土沖天：運用「誇飾」法，以塵土滿天飛揚之誇張手法寫出敵軍聲勢浩大、人馬

眾多。 

3.作者在第二、三段重複描寫孔明在城樓上故作鎮定的模樣，請比較這二段敘述的描寫視

角有何差異？作者用意為何？ 

 第二段 第三段 

視角 魏軍壓境前，孔明陣營內的部署 魏軍到時，司馬懿眼中的孔明 

同 
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焚香操琴 

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 

異 
 笑容可掬 

左有一童子……手執麈尾 

著重描寫 孔明命令／孔明本身 孔明命令／孔明本身 

作者用意 

強調孔明完全可以如原先設想「演出」，保持從容鎮定，心理戰奏效，是引司馬懿中計、退

兵的關鍵。 
 
三  寫司馬懿兵臨城下，雙方對峙的情形。  

1.透過城內悠閒之情，將故事情節推向最高潮，呈現殺機四伏，戰事一觸即發前的寧靜。 

2.本段寫司馬懿因不信而親自觀察孔明的神態，這是司馬懿眼中的孔明，與第二段略有重

複，詳略不同。主要在強調孔明的沉著從容，這也是令司馬懿起疑退兵的關鍵。而大敵

當前，孔明還能「笑容可掬，焚香操琴」，這不是一時偽裝能辦到的，是和孔明平時的修

養有關。 

4.在第三、四段中，司馬懿陣營看到孔明大擺空城計，各有什麼反應？ 

前軍哨 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 

司馬懿（初聽前軍哨報告） 笑而不信，自飛馬遠遠望之 

司馬懿（自飛馬遠望之後） 大疑，決定退兵 

司馬昭 懷疑孔明無軍，故意擺出空城計 

5.請分析作者於第四段安排司馬懿父子對話的寫作目的有哪些？ 

答： 1. 說明司馬懿退兵的原因 

2. 借司馬懿之口，點出空城計成功的關鍵 

3. 讓讀者了解司馬懿處事謹慎周密的特質，印證孔明所認識的司馬懿形象 

 
四 寫司馬懿在自認猜透孔明的心思後，決定退兵。 

1.在大軍將退之際，司馬昭卻「猜中」孔明的心思，使情節頓時又緊張起來，掀起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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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借司馬懿之口，第一次點出空城計成功的關鍵：司馬懿以為孔明不敢冒險，結果反

而中計。 

3.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路而退：司馬懿令全體

部隊向後轉，準備撤退，由此可見司馬懿的心理變化由懷疑變成畏懼。 

4.汝輩焉知？宜速退：這裡有輕視的意味，通常是長輩對晚輩，或上對下的斥責用語。而

「宜速退」的「速」字，正顯現司馬懿對孔明的畏懼。 

5.司馬懿退兵背後的可能因素：或曰司馬家族逐漸培養勢力，若無蜀國孔明牽制，曹氏亦

不須其協助，恐有兔死狗烹之危險，是以故意留下孔明，以便暗中壯大自己羽翼。 

6.請從五、六段孔明談話中，說明他為何冒險設下「空城計」？而「空城計」能夠成功有

哪些原因？ 

為何冒險設下「空城計」 「空城計」成功因素 

1. 敵我兵力相差懸殊 

2. 棄城不能遠遁 

3.知道司馬懿自信清楚自己不輕易冒險 

1.孔明臨危不亂，演技精湛 

2.軍紀嚴整，士兵聽令配合演出 

3.孔明知己知彼，捉住司馬懿料定自己不輕

易冒險（但只能用一次，演給熟悉自己的

人看） 
 
五 點出孔明知己知彼，成功運用心理戰術。  

1.作者以孔明親口所言，第二次點出空城計成功的關鍵，可見他知己知彼，成功運用心理

戰勝過對方。 

2.本段和第二段「吾自有計」、第四段司馬懿說「亮平生謹慎」相呼應，眾人對孔明擺設空

城計的疑惑，在此終於得到答案。 

3.眾官無不駭然：與「撫掌而笑」形成對比，凸顯出孔明的機智。 

4.蓋因不得已而用之：可見「空城計」是一個冒險的計策。 

5.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興、苞二人在彼等候：可看出孔明的料事如神。 

6.司馬懿乃（是）魏之名將：屬於四大句型中的（    ）句。 

六 藉孔明與諸人的對話，補充說明擺出空城計的原因。 

1.若某等之見，必棄城而走矣：運用對比的方式，寫出眾人對孔明的佩服。 

2.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得不為（ㄨㄟˊ，被）司馬懿所擒乎：說明使

用空城計的原因：兵力懸殊，逃亡必敗。「得不為司馬懿所擒乎」使用「設問」法中的

（   ）。 

3.吾若為（ㄨㄟˊ，是）司馬懿，必不便退也：這是孔明的自豪之語，也顯示他比司馬懿高明。 

 

問題二：請閱讀課本「語文補給站」、「題解」、「作者」及以下補充資料後，回答問題。 

1.請比較《三國演義》與《三國志》二書。 

書 名  《三國演義》 《三國志》 

作 者 元末明初（           ） 西晉（    ） 

性 質 （              ）小說  正史，紀傳體史書 

內 容 
推演《     》的內容，並加以渲

染，政治上以（   ）為正統。 

記載魏、蜀、吳三國的歷史，政治上

以（   ）為正統。 

地 位 
與《           》、《           》、

《              》並稱為「四大奇書」。 

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

為「（    ）」。 
 

◎頁 136【語文補給站】、頁 137【題解】補充 

1. 演義：採取史實為框架，再加入傳聞、作者藝術加工而編成的小說。 

2. 章回小說：分章分回以敘述故事的長篇小說。 

3. 《三國志》：晉 陳壽撰，記載魏、蜀、吳三國的歷史。 

4. 渲染：言詞、文字過度吹噓誇大。 

5. 慎謀能斷：凡事細密的策畫，謹慎的謀慮，並能夠當機立斷。 

6. 咽喉：比喻形勢險要，可掌控全局的地方。 

7. 部署（ㄕㄨˋ）：布置、安排。 

◎頁 137【作者】 

1. 散（ㄙㄢˇ）人：不為世所用之人。唐 宋以後，隱退的文人儒士多自號散人。 

2. 說書人：以講史或演說故事為業的人。 

3. 通俗文學：淺近而適合社會大眾水準，流行於民間的文學作品，領域廣泛，常是正統文

學的源頭。可分為歌曲、小說、戲劇和唱詞四大類。 

◎羅貫中 

  有關羅貫中的生平資料很少，至今仍是眾說紛紜。只知他大約是元末明初人，唯一可

見的資料是明 賈仲明《錄鬼簿續編》上所寫：「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性

格孤僻，難以相處)。樂府、隱語（似今之謎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

至正甲辰（西元一三六四）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雖然無法確知羅貫中的生

平資料，然而從他的傳世之作《三國演義》中，卻可見其學問之博大精深。他精通軍事學、

心理學、智謀學等，若沒有超人的智慧與執著的意志，無法成為這樣全才的人。 

◎《三國演義》 

1.《三國演義》全名《三國志通俗演義》，顧名思義就是把《三國志》這部史書加以鋪衍，

雖然有史書做根據，卻未沿襲以魏為正統的做法，而代之以蜀漢為中心；始於黃巾起義，

終於西晉統一，揭示了東漢末年社會現實的動蕩和黑暗。 

2.《三國演義》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長篇歷史章回小說，今所通行之一百二十回本乃清 毛宗

崗所重新編訂。該書繼承了歷史上諸多史書、雜傳、戲劇、小說的故事題材，著重於描

寫魏、蜀、吳三國之間的政治、軍事、外交鬥爭和興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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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藝術特色： 

(1)精於塑造人物形象，能通過敘述人物的行動和舉止，來反映他們的獨特個性。三國人

物如孔明、劉備、曹操、關羽等早已深入民心，性格突出，全賴《三國演義》繪形繪

聲和生動逼真的描寫，令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2)善於描寫戰爭場面和政治鬥爭，書中敍事有聲有色，尤其善於描述各大小戰事，變化

莫測，使人驚心動魄，有親歷其境之妙。 

(3)結構宏偉緊密，全書人物眾多，頭緒紛繁，情節複雜，惟作者能以蜀漢為中心，抓緊

魏蜀吳三國間的衝突矛盾，寫來井井有條，脈絡清晰，規模宏大。 

(4)夾用文言白話，明快生動，既吸收古代文言的精華，亦加以適當的通俗化，故能「文

不甚深，言不甚俗」，收雅俗共賞之藝術效果。 

4.本文選自《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馬謖（ㄙㄨˋ）拒諫失街亭，武侯彈琴退仲達〉：馬謖是

蜀漢將領，街亭之戰時，諸葛亮再三囑咐馬謖：「它是通往漢中的咽喉。如果失掉街亭，

我軍必敗。」並指示讓他「靠山近水源安紮寨營」。馬謖卻違反軍令，不聽王平之諫言，

張郃（ㄏㄜˊ）進軍街亭，偵察到馬謖捨水上山，心中大喜，立即揮兵切斷水源，掐斷糧道，

將馬謖部圍困於山上，然後縱火燒山。蜀軍大敗，進退無據，不得已放棄隴右三郡，退

守漢中，諸葛亮失去戰略要地街亭，必須重新部署軍力戰備，便率五千軍到西城搬運糧

草。 

5.三國演義卷頭語：楊 慎〈臨江仙〉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語譯】滾滾長江水不停向東流，多少英雄豪傑都像翻滾的浪花一樣，消逝在歷史長河中。無論對或錯、成功或失敗，轉眼間就不存在，

只有青山依然屹立著，經歷無數個黃昏。  江邊的白髮漁翁和沙洲上的樵夫，早已習慣四季變化。不如對飲一壺濁酒，欣喜於彼此的

相逢，古往今來的紛紛擾擾，都只是瀟灑談笑的材料罷了。 

【賞析】這闋詞出自明 楊慎的長篇彈詞《廿一史彈詞》第三段〈說秦漢〉的開場詞。清初

毛宗崗父子評刻《三國演義》，遂將這闋〈臨江仙〉取來置於卷首。此詞言生命無常，英雄

事業也難逃自然演化的變滅，於是這常與無常，不變與變，正像一切是非成敗，局中人不

管誰贏誰輸，到頭來終究鬢髮已斑。相對於永恆的悠悠時空，人生數十寒暑不過短暫如轉

眼之間，能體認到這一點時，一生歷練所積累的點滴智慧，也就可以讓人雍容豁達，去正

視天地生息與生命遷滅的莊嚴，把古今爭戰成敗付諸一笑了。 

◎《三國志》 

   《三國志》是由西晉 陳壽所著，記載三國時代歷史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

價最高的「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之一。《三國志》記述的歷史從東漢末年的

黃巾之亂發生後開始，直到西晉統一三國為止九十多年的歷史。政治上，《三國志》以「魏」

作為漢室的正統傳承，將蜀、吳視為叛亂份子。 

問題三：請以下關於「章回小說」的補充資料後，回答問題。 

1.請簡述「章回小說」的定義，並說明章回小說「回目」作用何在？有何形式？。 

 

【章回小說】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主要形式之一，特點是分章標回，故事連接，段落整齊。 

1.發展起源 

    章回小說是在宋 元講史話本基礎上發展而成的。說話人（即說書人）不能在一天、一時之

間把整個歷史故事全部講完，往往在故事的緊張處煞住，來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的懸念，借以招徠聽眾，維持生計。在下回演講前，說話人先用題目向聽眾揭示本

回主要內容，這就是章回小說回目的起源。 

2.形式特點 

  章回小說分章、分回敘事。每章每回有提取要旨的回目，歸納情節概要，因此，「解讀

回目」是閱讀章回小說的重要步驟。回目多由雙句組成，對仗工整，辭藻精鍊。如：〈第四

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

退仲達〉、〈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魴斷髮賺曹休〉。 

  每回有開端語和結束語，開頭常用「話說」、「卻說」、「且說」引出正文，每回結尾慣

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字眼，之後多用「正是」帶出偶句作結。內文有時夾

有「看官」、「諸公」的稱呼。 

2.中國古典章回小說  四大奇書：（  《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  ） 

書 名 作 者 年代 性質 內 容 評 價 

水滸傳 施耐庵 
元末 

明初 

（俠義）

小說 

寫北宋末大盜宋江等一百零八條好漢，嘯聚

山東 梁山泊，後被政府招安的故事。 

1.通行最早之白話

章回小說。 

2.「四大奇書」。 

三國演義 羅貫中 
元末

明初 

（歷史）

小說 

專說三國故事，推演《三國志》的內容，加

入許多渲染或虛構的情節。 

1.民間最流行的通

俗讀物。 

2.「四大奇書」。 

西遊記 吳承恩 明 
（神怪）

小說 

據民間流傳的唐僧取經故事，並參考話本、

雜劇和有關神話傳說寫成。敘述孫悟空和豬

八戒、沙悟淨保護唐僧去西天取經的故事。 

1.傑出神怪小說。 

2.「四大奇書」。 

金瓶梅 
蘭陵 

笑笑生 
明 

世情 

小說 

書名從小說中西門慶的三個妾和寵婢潘金

蓮、李瓶兒、龐春梅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

描述當時社會生活、人情百態。 

「四大奇書」。 

紅樓夢 曹雪芹 清 
（世情） 

小說 

描寫巨族賈氏的興廢，描繪主角賈寶玉、林

黛玉、薛寶釵及其他親屬侍婢的悲歡生死，

為近代小說的傑作。又名《風月寶鑑》、

《金玉緣》、《情僧錄》、《石頭記》。 

形成從各個角度

不同層次對《紅樓

夢》進行研究的國

際顯學──「紅

學」。 

儒林外史 吳敬梓 清 
（諷刺）

小說 

刻畫科舉時代讀書人追求功名的醜態，對思

想迂腐、道德墮落的士人加以嘲諷。 

古典文學中最成熟

的諷刺小說。 

老殘遊記 劉鶚 晚清 
（寫景） 

（諷刺） 

借書中人物老殘的遊歷，抒發作者對當時政

治、社會的批判。為中國著名的諷刺小說。 

胡適評述本書描寫

風景的能力是文學

史上最大的貢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6%98%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5%82%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6%93%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7%BE%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A8%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A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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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孔明相關詩詞：請在詩中圈出與孔明相關的詞句。 

1. 杜甫〈蜀 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語譯】：諸葛丞相的祠堂要去那兒找呢？原來在錦官城外，柏樹茂密的地方。祠堂階前的春草映著綠茵茵的碧色，隔著樹葉還聽得見

黃鸝鳥兒清亮的叫聲。  從前劉備三顧茅廬煩請他平定天下，所以在劉備與後主兩代中，都靠著老丞相的一片忠心開國與輔佐。他在

討伐魏國的戰役中還沒得勝就先死去了，使得英雄豪傑都忍不住悲傷而讓淚水流滿了衣襟。 

2. 杜甫〈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語譯】：諸葛亮功業蓋世，在三國的豪傑中無人可比。他創作了八陣圖，成就了功名。如今江水奔流著，然而八陣圖中的石頭卻不曾

移動。不能勸止劉備征伐吳國，以致失去吳國的援助，而被曹魏各個擊破，想必是諸葛亮生平一大憾事。 

問題五：三十六計的由來與內容 

  一般的說法是，明 清年間，有人取書籍中的成語或典故，湊足三十六之數，寫成《三

十六計》一書。此書共分六套，每套六計，合為三十六計： 

第一套:勝戰計 第二套:敵戰計 第三套:攻戰計 第四套:混戰計 第五套:並戰計 第六套:敗戰計 

瞞天過海 無中生有 打草驚蛇 釜底抽薪 偷梁換柱 美人計 

圍魏救趙 暗渡陳倉 借屍還魂 混水摸魚 指桑罵槐 空城計 

借刀殺人 隔岸觀火 調虎離山 金蟬脫殼 假癡不癲 反間計 

以逸待勞 笑裡藏刀 欲擒故縱 關門捉賊 上屋抽梯 苦肉計 

趁火打劫 李代桃僵 拋磚引玉 遠交近攻 樹上開花 連環計 

聲東擊西 順手牽羊 擒賊擒王 假道伐虢 反客為主 走為上計 

◎「三國」中的三十六計 

⑴（ 美人計）：東漢末年，董卓亂政，王允想除掉他，卻無計可施。此時家中歌妓貂蟬自

告奮勇，先讓王允將其許配給董卓義子呂布，再獻給董卓，離間父子關係，終借呂布之

手殺死董卓。 

⑵（ 反間計）：赤壁之戰前，曹營謀士蔣幹自稱與周瑜是故交，願意過江勸降周瑜。蔣幹

過江來到吳營，周瑜已知其意。宴會過後，周瑜佯裝大醉，蔣幹則趁機偷看他桌上的信，

發現曹營水軍都督蔡瑁、張允約定與周瑜裡應外合，擊敗曹軍，於是連夜趕回曹營向曹

操報告，曹操信以為真，斬殺蔡瑁、張允。冷靜下來後，曹操意識到中了周瑜的反間計，

但為時已晚。 

⑶（ 苦肉計）：曹操中反間計後，孫、劉決定火攻曹軍，黃蓋受命詐降於曹操。為了取信

於曹操，在軍事會議上，黃蓋假裝與周瑜意見不和，出言不遜，周瑜下令將黃蓋斬首，

但黃蓋是有功老臣，眾人求情後，周瑜改處笞刑，將黃蓋打得臥床不起，這正是做給詐

降吳營中的蔡中、蔡和看的。隨後密友闞（ㄎㄢˋ）澤為黃蓋潛去曹營獻詐降書，蔡中、蔡

和恰好將這一情報傳回曹營，使曹操深信不疑，後於之戰慘敗。 

◎課本【頁 146】【頁 147】三國歇後語補充 

1.劉備借荊州 

 劉備初無立身之地，由諸葛亮和魯肅作保，向孫權暫借荊州，可是借了卻一直不肯歸還。  

2.曹操吃雞肋 
 曹操久攻漢中不下，正處於進退兩難之際。一日，曹操正在吃晚餐，軍吏來問軍令，

剛好碗中有「雞肋」，便隨口說「雞肋」。眾人一頭霧水，主簿楊修道：「雞肋這東西，食之
無味，棄之可惜。如今進不能勝，退又恐被取笑，在這裡沒什麼好處，不如早點回去，明
天魏王便會退兵。」曹操聽聞楊修解釋後，驚訝他的才氣，以「惑亂軍心」為由斬楊修後
才退兵。 

3.司馬昭之心 
 魏 曹髦在位時，大將軍司馬昭蓄意篡奪帝位，專擅國政，自為相國，後曹髦封司馬昭

為晉公，加九錫（漢代、晉代等朝代皇帝給臣子的九種最高賞賜），司馬昭佯辭不受。曹髦
憤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後比喻人所共知的陰謀野心。 

問題六：考古題挑戰 

1.「藝術創作的甘苦，實在是不足為外人道。」句中「道」字的意義與下列何者完全相同？ 

(A)喜歡誇勝「道」強的人，往往是因為自信心不足 

  (B)養成刻苦勤勞的態度，才是最好的謀生之「道」 

  (C)以今日的社會風氣看來，「道」不拾遺是個遙遠的夢 

  (D)國術社社長武功高強，常以替天行「道」的俠客自居（102 試辦會考 31.） 

2.「不為利誘」的「為」字是「被」的意思，下列文句中的「為」字，何者也是相同的意思？  

 (A)臣與人寡合，不「為」當權所容 (B)苟不「為」叛臣，則可謂良將矣 

 (C)豈有食君祿而不「為」國致死耶 (D)安祿山若不「為」亂，唐豈中衰（99 第一次 10.） 

◎字音字形 

1.司馬「一ˋ」：懿 

2.「渲」染：ㄒㄩㄢˋ 

3.馬「謖」：ㄙㄨˋ 

4.「咽」喉：一ㄢ 

5.部「署」：ㄕㄨˋ 

6. 「駭」然：ㄏㄞˋ 

7.骨「骸」：ㄏㄞˊ 

8.彈「劾」：ㄏㄜˊ 

9.「ㄔㄣˊ」土沖天：塵 

10.手執「ㄓㄨˇ」尾：麈 

11.「旌」旗：ㄐㄧㄥ 

12. 城「鋪」：ㄆㄨˋ 

13. 「鋪」張：ㄆㄨ 

14.「崗」位：ㄍㄤˇ 

15.「ㄨㄤˋ」行出入：妄 

16.不可「ㄕㄢˋ」動：擅 

17.「顫」抖：ㄓㄢˋ 

18.披鶴「ㄔㄤˇ」：氅 

19.羽扇「綸」巾：ㄍㄨㄢ 

20.滿腹經「綸」：ㄌㄨㄣˊ 

21.「ㄆㄧㄥˊ」欄而坐：憑 

22.「倚」靠：ㄧˇ 

23.「ㄈㄣˊ」香操琴：焚 

24.「模」樣：ㄇㄛˊ 

25.「篡」位：ㄘㄨㄢˋ 

26.心不在「一ㄢ」：焉 

27.「ㄇㄞˊ」伏：埋 

28.無所「ㄉㄨㄣˋ」形：遁 

29.依「ㄒㄩㄣˊ」：循 

30.強力後「ㄉㄨㄣˋ」：盾 

31.大軍來「ㄒㄧˊ」：襲 

32.形「ㄕˋ」險惡：勢 

33.「從」容：ㄘㄨㄥ 

34.化險為「一ˊ」：夷 

35.「荊」州：ㄐㄧㄥ 

36.雞「肋」：ㄌㄜˋ 

37.湖海「散」人：ㄙㄢˇ 

38.藏「ㄋㄧˋ」：匿 

39.「ㄉㄞˋ」綸巾：戴 

40.諸「葛」亮：ㄍㄜˊ 

41.「葛」先生：ㄍㄜˇ 

42.瓜「葛」：ㄍㄜˊ 

43.「ㄓㄢˇ」殺：斬 

44.「ㄓㄢˋ」時：暫 

45.「ㄓㄢˇ」新：嶄 

46.言「訖」：ㄑㄧˋ 

47.「ㄒㄧ」帶物品：攜 

48.「ㄐㄧㄣˇ」慎：謹 

49.笑容可「ㄐㄩˊ」：掬 

50.「ㄑㄩ」除蚊蠅：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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