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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觀靜體有抽象及具象兩現象，其中共１２８類無非代表下列之名稱，以供識別者：　　　人：姓名，性別，籍貫，年齡，職

業，體重，身高等，皆明確不變，須以固定之符號代表之。

　　　時：紀，世，年，季，月，周，日，時，刻，分，秒，須用數字依序與數量詞表示之。

　　　地：以自然分類者如山，川，河，流，水，池，海，洋等固定加一象徵名；人為類則任加之。

　　　物：有自然物及人造物兩類，各有專名。

　　一，人

　　

　　　　１，人之姓名字號籍貫：

　　　　　　　　姓：蘇

　　　　　　　　名：軾

　　　　　　　　字：子瞻，和仲

　　　　　　　　號：東坡居士

　　　　　　　　性別；男

　　　　　　　　籍貫：眉州眉山

　　　　２，人之稱呼概念：

　　　　　　人稱：我你您妳她他怹（複數＋們）

　　　　　　自稱：我咱灑俺偺敝予余偺朕孤（詞－自己）

　　　　　　對稱：你妳您汝爾倷若

　　　　　　旁稱：他她怹牠祂它

　　　　　　屬體：的之乃所各

　　　　　　近體：這此斯

　　　　　　遠體：那哪某其

　　　　　　多體：諸們等

　　　　　　疑體：誰孰哪

　　二，時

　　　　主觀：古時，昔時，曩時；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後天；過去，現在，未來。

　　　　客觀：世紀（一百年），一秩（十年），一代，一輩，

　　　　　　　（＋數詞）歲載年季月旬週日天宿夜更時刻分秒（量詞）

　　　　　　　春夏秋冬旻寒暑伏

　　　　狀態：昧熹昕昉曙曉（天微明）

　　　　　　　黎明晨夙早朝（天方明）

　　　　　　　旦晝晌昃午晡（天明）

　　　　　　　昏宵夕夜晚朏（天暗）

　　　　介面：剛，曾，已，將，忽，偶

　　　　時間詞可用於各種與時相關之概念前，表示因時之事，如：

　　　　　　時日，時分，時鐘，時尚，時弊，時光，時勢，時節，時興，時式，時事，時疫，時病

　　　　　　時辰，時政，時政，時下，時務，時務，時限，時限，時人，時令，時代，時候，時命

　　　　　　時價，時貨，時賢，時局，時期，時差，時裝，時運，時文，時效，時評，時論，時諺

　　　　時間詞可用於各種與時相關之概念後，表示諸事之時，如：

　　　　　　史時：明時，周時，清時，漢時，夏時，唐時，古時，陳時，隋時，秦時，宋時，商時

　　　　　　天時：曉時，旦時，旱時，晚時，晴時，秋時，冬時，天時，夏時，夕時，今時，春時

　　　　　　動時：開時，亂時，杳時，來時，沿時，去時，趕時，趁時，趨時，走時，動時，回時

　　　　　　序時：起時，先時，待時，循時，往時，老時，暫時，初時，現時，到時，髫時，昔時

　　　　　　計時：時時，即時，早時，是時，同時，用時，分時，常時，當時，料時，省時，異時

　　　　　　自然：旱時，澇時，潮時，汛時，漏時，風時，霧時，霉時，雪時，雨時，荷時，花時

　　　　　　心情：閒時，悶時，煩時，愁時，窘時，悲時，憂時，急時，怨時，惦時，惜時，慌時

　　　　　　慶幸：吉時，幸時，祺時，祥時，禎時，慶時，宴時，安時，婚時，樂時，逸時，遐時

　　　　　　災厄：祀時，痛時，背時，殆時，殃時，厄時，危時，憾時，忌時，兇時，災時，哀時

　　　　　　生理：生時，感時，醒時，酖時，醉時，健時，傷時，忙時，壯時，累時，困時，忘時

　　　　　　事件：祭時，膳時，役時，宴時，考時，殮時，候時，戰時，葬時，農時，出時，齋時

　　　　　　時刻：瞬時，準時，片時，霎時，至時，切時，頓時，靜時，臨時，屆時，前時，難時

　　　　　　時間：彼時，不時，爾時，爾時，平時，小時，限時，隨時，了時，登時，何時，終時

　　　　　　時數：少時，剩時，有時，數時，一時，多時，無時，幾時，四時，久時，過時，餘時

　　　　　　時機：趣時，算時，乘時，移時，等時，得時，微時，失時，求時，廢時，應時，及時

　　　　　　意識：核時，判時，定時，順時，入時，俟時，依時，按時，辨時，記時，謀時，遵時

　　　　　　認識：宜時，非時，費時，需時，歷時，貪時，值時，知時，合時，謀時，識時，遇時

　　　　

　　三，地

　　

　　　　凡自然分界之水域、山巒、地域，以及行政分劃之區域等，作為尾詞，其前加一徵概念即可。



　　　　諸如：

　　　　　　行政：錦州，柳州，梧州，杭州，潮州，溫州，涼州，泉州，徐州，徽州，福州，廣州

　　　　　　　　　梅縣，灤縣，泗縣，祁縣，歙縣，嶧縣，絳縣，亳縣，隨縣，渭縣，常縣，容縣

　　　　　　　　　桐城，渭城，浦城，漢城，蓉城，鄈城，項城，禹城，穀城，澄城，浦城，樞城

　　　　　　方位：江南，漠南，汝南，渭南，濟南，越南，台南，安南，雲南，石南，司南，嶺南

　　　　　　　　　洛陽，睢陽，泗陽，渭陽，祁陽，漢陽，河陽，瀋陽，衡陽，鳳陽，滎陽，沭陽

　　　　　　　　　關東，關西，山東，山西，巴東，巴西，江東，江西，河東，河西，廣東，廣西

　　　　　　　　　湖南，湖北，淩南，淩北，漠南，漠北，江南，江北，河南，河北，台南，台北

　　　　　　水界：涇水，白水，渭水，沮水，淝水，汨水，易水，閬水，涗水，汾水，涑水，沫水

　　　　　　　　　黃河，涇河，紅河，渾河，澆河，漠河，灤河，灃河，湴河，洵河，減河，浚河

　　　　　　山巒：金山，錫山，銅山，鍾山，祁山，松山，樊山，梅山，沂山，淶山，橫山，梁山

　　　　　，　　　　　　　　　　　　　　　　　　　　　　　　　　　　　 
　　四、物

　　

　　　　門本係物件，由於門之內外隔絕，所分隔者常去天淵。故「門」常作抽象界之分野。

　　

　　　　１，「門」本體之名稱，

　　　　　１－１，詞首為形容概念，指「門」之本體。

　　　　　　　暗門，東門，活門，私門，後門，真門，南門，穹門，窄門，古門

　　　　　　　寬門，大門，左門，右門，中門，北門，背門，電門，西門，副門

　　　　　　　正門，角門，前門，外門，內門，側門，偏門，矮門，便門，拱門

　　　　　１－２，詞首為物件或建築，指「門」之種類。

　　　　　　　闈門，閨門，閥門，閭門，闕門，閘門，橋門，櫥門，樓門，櫃門

　　　　　　　校門，水門，洞門，油門，灶門，爐門，寺門，城門，塔門，坊門

　　　　　　　風門，房門，鬼門，船門，艙門，廁門，廠門，祠門，廟門，庫門

　　　　　　　庵門，庭門，店門，窖門，窗門，帘門，宅門，牢門，轅門，戟門

　　　　　　　家門，密門，宮門，寨門，寢門，車門，獄門，帳門，球門，天門

　　　　　　　砲門，堡門，倉門，殿門，墓門，山門，牆門，里門，園門，午門

　　　　　１－３，詞首為材質，指「門」之構成種類。

　　　　　　　金門，銅門，鋼門，鐵門，木門，棘門，柵門，竹門，石門，布門

　　　　　　　柴門，假門，板門，茨門，荊門，蓬門，紙門，皮門，草門，泥門

　　　　　１－４，詞首為其他名稱，指具有「門」形之物體。

　　　　　　　腦門，囟門，轉門，賁門，頂門，面門，命門，氣門，快門，耳門

　　　　　　　幽門，肛門，產門，調門，閥門，閭門，闕門，閘門，橋門，櫥門

　　　　２，「門」之引申，多為觀念詞。

　　　　　２－１，引申為家族，詞首行為概念即為對某家族者。

　　　　　　　滅門，滿門，喪門，走門，毀門，靠門，管門，看門，窺門，守門

　　　　　　　串門，陪門，登門，盈門，合門，把門，探門，扒門，擾門，喊門

　　　　　　　踵門，跑門，叫門，屠門，對門，出門，邸門，詣門，過門，迎門

　　　　　２－２，引申為抽象集體之象徵，詞首之價值概念代表該集體。

　　　　　　　朱門，興門，禍門，福門，窮門，空門，富門，寒門，名門，表門

　　　　　　　奸門，望門，龍門，豪門，窯門，娼門，盜門，賊門

　　　　　２－３，引申為機構。

　　　　　　　縣門，軍門，公門，皇門，黌門，衙門，府門，牙門，侯門，幕門

　　　　　　　黃門，國門，邊門，部門，海門，疆門，相門，將門

　　　　　２－４，引申為方法，詞首即為其法之形容。

　　　　　　　法門，沒門，冷門，竅門，專門，獨門，一門，邪門，隔門，入門

　　　　　　　每門，臨門，罩門，熱門，旁門，熱門

　　　　　２－５，引申為宗派類，詞首為其名。

　　　　　　　同門，梵門，權門，沙門，洪門，掌門，拜門，師門，禪門，宗門

　　　　　　　孔門，佛門，儒門，兵門，玄門

　　　３，作用於「門」之行為（觀念詞）。

　　　　　　　閉門，開門，闖門，關門，攀門，杜門，洗門，沖門，封門，堵門

　　　　　　　禦門，衝門，穿門，擊門，塞門，攻門，破門，阻門，倚門，修門

　　　　　　　擋門，拍門，拆門，撬門，擦門，按門，掩門，擂門，打門，換門

　　　　　　　推門，搶門，拴門，扶門，扣門，摳門，摸門，據門，撞門，踢門

　　　　　　　踩門，趴門，踏門，踹門，叩門，劈門，敲門，進門，補門，漆門

　　　４，其餘植物動物，不計其數，以馬為例，得：



　　　　　　　金馬，鐵馬，木馬，汗馬，海馬，劣馬，竹馬，輿馬，良馬，裘馬

　　　　　　　戎馬，犬馬，害馬，斑馬，戰馬，踶馬，蹓馬，駱馬，駿馬，駒馬

　　　　　　　驏馬，驛馬，草馬，紙馬，黑馬，野馬，甲馬，龍馬，課馬，騬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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