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説文解字] 

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楚居切 

 [初]

[康熙字典] 

〔古文〕䥚《唐韻》《集韻》楚居切《正韻》楚徂

切，𠀤楚平聲。《說文》始也。从刀衣，裁衣之始

也。《徐曰》禮之初，施衣以蔽形。《書·禹謨》

率百官若帝之初。《蔡仲》愼厥初。又《禮·檀弓》

夫魯有初。《註》初謂故事。又《列子·天瑞篇》

太初者，氣之始也。《韓愈詩》賢愚同一初。《韻

會》又姓。 

睦月 1 月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1 

元日 

2 3 

4 5 

小寒 

6 7 8 9 10 

11 

成人の日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大寒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寒] 

[康熙字典] 

〔古文〕𡫮𡫾《唐韻》胡安切《集韻》《韻會》《正韻》

河干切，𠀤音韓。《說文》東也。本作𡫾。从人在宀下，

从茻薦覆之，下有仌。仌，水也。隸省作寒。《釋名》寒，

捍也。捍，格也。《玉篇》冬時也。《易·繫辭》日月運

行，一寒一暑。《書·洪範》庶徴曰燠，曰寒。《傳》煥

以長物，寒以成物。 又司寒，水神。《左傳·昭四年》

黑牡秬黍，以享司寒。《註》司寒，元冥，水神也。 又

《周語》火見而淸風戒寒。《荀悅·申鑒》下有寒民，則

上不具服。 又窮窘也。《史記·范睢傳》范叔一寒至此

哉。《宋史·𨻰同甫傳》畸人寒士皆賴之。 又國名，在

北海，平壽縣東寒亭。《史記·夏本紀》伯明氏之讒子寒

浞封國。 又姓。漢博士寒朗。 又叶胡田切，音賢。《楚

辭·天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又叶側鄰切，音眞。《歐陽修·答韓子華詩》俊乂沈下位，

惡去善乃伸。家至與戸到，飽饑而衣寒。 

如月 2 月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1 2 3 

節分 

4 

立春 

5 6 7 

8 9 10 11 

建国記念日 

12 13 14 

旧正月 

15 16 17 18 19 

雨水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櫻] 

[康熙字典] 

《唐韻》烏莖切《集韻》《韻會》於驚切《正韻》於京切，

𠀤音鶯。《說文》果名，櫻桃也。一名含桃。《禮·月令》

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爾雅翼》果熟最先，故

云先薦。《呂覽·高誘註》以鸎所含食，故曰含桃。又名

鸎桃。《王維·敕賜櫻桃詩》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

鳥銜殘。 又《爾雅·釋木》楔，荆桃。《郭璞註》今櫻

桃也。《孫炎註》最大而甘者，謂之崖蜜。《蘇軾·橄欖

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本草》一名朱

桃，一名麥英。深紅者爲朱櫻，黃者爲蠟櫻。 又《集韻》

伊盈切，音嬰。義同。 

弥生 3 月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1 2 3 

ひな祭り 

4 5 6 

啓蟄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春分の日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新] 

[康熙字典] 

〔古文〕𢀝《唐韻》息鄰切《集韻》《韻會》斯人切《正

韻》斯鄰切，𠀤音辛。《說文》取木也。 又《博雅》初

也。《易·大畜》日新其德。《書·胤征》咸與惟新。《詩·

豳風》其新孔嘉。《禮·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

新，先薦寢廟。又《唐書·禮樂志》正旦羣臣上千秋萬歲

壽，制曰履新之慶。 又姓。《晉語》新穆子。又複姓。

《史記·魯仲連傳》新垣衍。《註》索隱曰：新垣，姓。

衍，名也，爲梁將。 又州名。漢屬合浦郡，梁立新州。 

又《詩·小雅》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朱傳》田一歲曰

葘，二歲曰新田。 又《韻補》叶蘇前切。《道藏歌》終

劫複始劫，愈覺靈顏新。道林蔚天京，下光諸他仙。 

卯月 4 月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1 2 3 4 

5 

清明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穀雨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昭和の日 

30   



[葉] 

[康熙字典] 

《唐韻》與涉切《集韻》《正韻》弋涉切，𠀤音枼。《說

文》草木之葉。《陸游詩註》吳人直謂桑曰葉。 又世也。

《詩·商頌》昔在中葉，有震且業。 又《博雅》聚也。 

又書冊。《歐陽修曰》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後有葉子，似

今策子。 又姓。《通志·氏族略》葉氏，舊音攝，後世

與木葉同音。 又與䔾通。《儀禮·士冠禮》贊者洗於房

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註》古文葉爲䔾。 又

式涉切，音攝。《左傳·及葉註》葉，今南陽葉縣。 又

《韻補》叶，逆約切，音虐。《易林》桑芳將落，隕其黃

葉。 又叶於急切。《易林》同本異葉，樂人上德。東鄰

慕義，來興吾國。 又《集韻》徒協切，音牒。與䈎同，

書篇名。 《韻會》或作𦯧，非。 

皐月 5 月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1 2 

3 

憲法記念日 

4 

みどりの日 

5 立夏 

こどもの日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小満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説文解字] 

水注也。从水啻聲。都歴切 

[滴] 
[康熙字典] 

《廣韻》都歷切《集韻》《韻會》《正韻》丁歷切，𠀤音

的。《說文》水註也。《增韻》涓滴，水點。又瀝下也。

《王子年·拾遺記》香露滴瀝。 《廣韻》亦作𤁷。《法

華經》作渧，與滳異。 

水無月 6 月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1 2 3 4 5 6 

芒種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夏至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説文解字] 

明也。从火昭聲。之少切 

[照] 

[康熙字典] 

《唐韻》之少切《集韻》《韻會》《正韻》之笑切，𠀤音

詔。《說文》本作㷖。《增韻》明所燭也。《易·離卦》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書·泰誓》若日月之照臨。 又

《正字通》北齊劉縚兄弟，父名照，一生不作照字，惟依

火旁作炤。《廣韻》同炤。《集韻》或省作昭。唐武后作

曌。 

文月 7 月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1 2 3 4 

5 6 7 

小暑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海の日 

20 21 22 23 

大暑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風] 

[説文解字] 

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

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

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故

蟲八日而化。从虫凡聲。凡風之屬皆从風。𠙊，

古文風。方戎切〖注〗𠙈、凬、飌、檒，古文風。 

葉月 8 月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1 

2 3 4 5 6 7 

立秋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処暑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説文解字] 

穀孰也。从禾念聲。《春秋傳》曰：“鮮不五稔。”而甚

切 

[稔] 
[康熙字典] 

《廣韻》如甚切《集韻》《韻會》《正韻》忍甚切，𠀤音

荏。《說文》穀熟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不及五稔。

《註》稔，年也，熟也。穀一熟爲一年。 又凡積久者亦

曰稔。《任彥昇·奏彈》惡積釁稔。 

長月 9 月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1 2 3 4 5 

6 7 8 

白露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敬老の日 

21 22 23 

秋分の日 

24 25 26 

27 28 29 30    



[説文解字] 

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子例切 

[祭] 

[康熙字典] 

《唐韻》《集韻》《韻會》𠀤子例切，音霽。《說文》祭

祀也。从示，右手持肉。 又《尚書·大傳》祭之言察也。

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又《孝經·士章疏》祭

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詳見《禮·記祭法祭統

祭義》諸篇。 又《廣韻》《集韻》側界切《韻會》《正

韻》側賣切，𠀤音債。周大夫邑名。 又姓，周公子祭伯，

其後爲氏。 

神無月 10 月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1 2 3 

4 5 6 7 8 

寒露 

9 10 

11 

体育の日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霜降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紅] 

[康熙字典] 

《廣韻》戸公切《集韻》《韻會》《正韻》胡公切，𠀤音

洪。《說文》帛赤白色。《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

者。《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疏》紅，南方閒色。 又

地名。《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註》紅，魯地。 又

草名。《爾雅·釋草》紅，蘢古。《註》俗呼紅草爲蘢鼓，

語轉耳。 又《集韻》沽紅切《正韻》古紅切，𠀤音公。

與功通。《史記·文帝紀》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

《註》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 又與工通。《前漢·

酈食其傳》紅女下機。《註》師古曰：紅，讀曰工。 又

《集韻》古巷切，音降。絳或作紅。《前漢·外戚恩澤侯

表》孝平二十二人，有紅侯。《註》師古曰：疑紅字當爲

絳。劉攽曰：今有紅縣，音降。紅亦有降音。 

霜月 11 月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1 2 3 

文化の日 

4 5 6 7 

立冬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小雪 

23 

勤労感謝の

日 

24 25 26 27 28 

29 30      



[祈] 

[康熙字典] 

《廣韻》《集韻》《韻會》《正韻》𠀤渠希切，音旂。《說

文》求福也。《書·召誥》祈天永命。《詩·小雅》以祈

甘雨。 又《爾雅·釋言》叫也。《周禮·春官》大祝掌

六祈，以同鬼神示。《註》祈，𡂢也，謂有災變，號呼告

於神，以求福。𡂢，音叫。 又報也，告也。《詩·大雅》

以祈黃耉。《疏》報養黃耉之老人，酌大斗而嘗之，以告

黃耉將養之也。 亦作蘄。《荀子·儒效篇》跨天下而無

蘄。 又通圻。《書·酒誥》圻父薄違。《詩·小雅》作

祈父。《毛萇曰》祈折畿𠀤同。 又同祁。《書·君牙》

冬祁寒。《禮·緇衣》作祈寒。 又《集韻》古委切，音

詭。同䃽，祭山名。《周禮·冬官考工記·玉人註》其祈

沈以馬。 

師走 12 月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1 2 3 4 5 

6 7 

大雪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冬至 

23 

天皇誕生日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