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的文言文在线字典，本字典共收录古汉字3900余个，可查询日常古籍里汉字的拼音、笔画、

笔顺、词性及详细解释，支持按拼音、部首检索，是学习古代汉语和阅读古籍的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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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字转换 https://jianfan.hwxnet.com/

 成语词典 https://cy.hwxnet.com/ 汉语词典 https://cd.hwx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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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横竖笔顺：

3总笔画：2部首笔画：二部首：

yú  拼音：

扫描二维码

快速查阅解释

https://wyw.hwxnet.com/view/hwxE4hwxBAhwx8E.html

315,373

于的文言文意思,于的文言文解释,于的文言文翻译关键字：

阅读次数：

原文链接：

yú
①<介>介绍动作行为发生时间、处所，可译为“在”、“到”、“从”等。《子鱼论战》：“宋公子

及楚人战 泓。”《出师表》：“受任 败军之际。”于 于

②<介>介绍动作行为产生的原因，可译为“由于”、“因为”。《进学解》：“业精 勤，荒 嬉。于 于

”

③<介>介绍动作行为涉及的对象，可译为“对”、“向”等。《师说》：“ 其身也，则耻师焉。”于

《捕蛇者说》：“余将告 莅事者。”于

④<介>介绍动作行为的主动者，可译为“被”。有时动词前还有“见”、“受”等字和它相应。《伶

官传序》：“而智勇多困 所溺。”《廉颇蔺相如列传》：“臣诚恐见欺 王而负赵。”于 于

⑤<介>介绍比较的对象，可译为“比”。《劝学》：“冰，水为之，而寒 水。”于

⑥<词缀>用在动词前，无义。《诗经·葛覃》：“黄鸟 飞。”于

【注】“于”和“於”二字是同义词。《诗经》《尚书》《周易》多用“于”，其他书多作“於”；

有些书(如《左传》)“于”“於”并用，“于”常用于地名前，其余写作“於”。但是，古书中用作

人名和语气词的“於”不能写作“于”，参看“於(wū)”。用作人名和词缀的“于”不能写作“於”

。此外，其他场合两者可互换，汉字简化后都写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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