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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霸"新词中“霸"的语义演变‘

任竞春
(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以“霸”为类后缀的“X霸”新词中，同一“霸”字形成了两类不同的“X霸”新词，其分

类依据在于类后缀“霸”语义的不同。探析“霸”语义的古今演变，可以发现产生这种语义现

象的原因。另外，作为类后缀的“霸”，其语义也发生了不完全的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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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本属于现代汉语中的普通名词，但是

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今天，却像派生“同族

词”的根词一样。成族地构成了很多以“霸”为类

后缀的新名词(以下简称“‘X霸’新词”)，频繁地

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

为了对这一新生的词族进行探究，重点探究

其中“霸”的语义特征及其演变过程，笔者从词

典、互联网、报刊杂志等媒介上搜集到了60多个

“x霸”新词，在此基础上详细考察“X霸”新词的

结构特征，重点探析“x霸”新词的相关语义现象

及成因所在．并对类后缀“霸”语义的不完全虚化

现象进行阐释。

一、“X霸”新词概况

什么是“x霸”新词?笔者认为，“x霸”新词

具有以下特征：在词语结构上。以“x霸”这一形

式出现。当然不但包括两个音节的“霸”族新词，

也包括极少数的三个音节的；在语法结构上，以

“霸”为后置定位语素(或类后缀)，“霸”的语义

不完全虚化；既然属于新词语，那就必须具有新词

语的时代性，即它们必须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近几年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并为群众普遍使用

的词语。

以下笔者从音节多寡、功能形态、词语意义等

方面对“x霸”新词作考察和分析，以便对它们有

一个概况式的了解。

其一，从音节多寡来看，由“霸”为类后缀的

新词语有两种音节形式：X霸和XX霸。“霸”前

的词根X几乎都是单音节的，少有多音节的。

其中，双音节的“X霸”如：“财霸”、“车霸”、

“路霸”、“钢霸”、“电霸”、“译霸”、“图霸”、“考

霸”、“词霸”等，它占了“x霸”新词的大多数。

三音节的“xx霸”少之又少，目前所搜集到

的仅有“电讯霸”、“巨无霸”两词。此外，笔者还

未发现有四音节及四音节以上的“x霸”新词。

其二，从功能形态来看，词根X大多数都是

名词，部分是动词、形容词。“x霸”新词都是名

词性的，“霸”与词根结合时位置固定。都在后缀

的位置上。根据词根X词性的不同，可以将“X

霸”新词分为以下三类：

名词+霸：“路霸”、“钢霸”、“乡霸”、“村

霸”、“句霸”、“图霸”、“词霸”、“影霸”、“碟霸”、

“电讯霸”。这一类词占了“x霸”新词的大多数。

动词+霸：“译霸”、“考霸”、“储霸”、“搜霸”

等等。以“搜霸”为例，“搜霸”的“搜”本是动词，

加上“霸”后，整个词就变成了名词，也就由一种

行为变成了一种网络上专用的搜索软件。

形容词+霸：此类词不多，可举“凉霸”一词

为例。“凉霸”的“凉”本是形容词，加上“霸”后，

就变成了名词，由一种凉爽的性态变成了一种使

室内环境变得凉爽的制冷电器(即空调)。

其三，从词语意义上看，“x霸”新词并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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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义的。有些“X霸”新词可能会有不止一个义

项。举“面霸”为例，它就有两个义项：①对分量

充足的方便面食品的一种美称；②“面试霸主”的

简称，对参加多家用人单位面试的求职者的一种

诙谐的称法。

二、“霸”义的古今演变

在研究分析过程中，笔者发现：尽管都是形式

相同的“X霸”新词，但是其中类后缀“霸”的语义

并不是相同的。于是根据“霸”语义的不同，将“X

霸”新词分成两大类别：

其一，类后缀“霸”的语义为“强横无理、依仗

权势压迫人民的人”。这里可举“电霸”和“路霸”

为例。

(1)2001年下半年以来，李庆长和他的共产

党员服务队共登门为群众解决用电难题近400

次。他们以实际行动，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对电业

部门“电霸”、“电老虎”印象。(见<人民日报>

2002年1月22日第一版)

(2)保定市两级法院严厉打击各种破坏农业

生产、经营、流通的犯罪活动，加强对农村中的村

霸、路霸等邪恶势力和盗窃、抢劫等多发性犯罪的

打击。(见《：人民日报)2004年4月9日第十版)

“电霸”就是利用手中的特权为非作歹的电

力部门的有关人员。“路霸”则是非法在路上拦

截过往车辆、强行收费勒索的个体或单位，常和

“车眶”一词连用。

此外，还有“财霸”、“车霸”、“钢霸”、“煤

霸”、“水霸”、“油霸”、“市霸”、“乡霸”、“村霸”、

“电讯霸”、“学霸”、“教霸”、“血霸”等等。(这一

类“X霸”新词简称“X霸”A)

“X霸”A中的这些根词X(如“财”、“车”、

“乡”等)都是这些横行不法的“霸”们所凭借的物

质基础或者进行不法活动的领域范围。单单一个

“霸”字，就把那些不法分子仗势欺人、非法牟利

的蛮横样儿生动而形象地表现出来，给人一种相

当直观形象的感觉。这是一种谴称，使得群众对

这些恶霸们的愤怒痛恨溢于词表。

其二，类后缀“霸”的语义为“在同类当中某

个方面最好、最优秀的个体”。这是对客体的一

种美称或者誉称，大多用在商品名称上。例如，

“词霸”(一种用于查询和学习英文单词的电脑软

件)和“浴霸”(供沐浴时使用的取暖电器)。

(3)G900作为商务智能手机，自然在商务方

面有独到之处，1000条大容量的名片式电话本和

200条短信存储不在话下。它还拥有金山词霸。

方便随时查找单词。(见l：扬子晚报)2004年1月

15日“科技大观”版)

(4)豪华吊灯、冰箱、洗衣机、浴霸、热水器都

是从大商场买回来的。谁能想得到。张老汉家3

年前还买不起一台黑白电视机。(见l：人民日报>

2003年8月14日第十二版)

除此之外，还有“译霸”、“图霸”、“考霸”、

“声霸”、“彩霸”、“凉霸”、“储霸”、“面霸”、“搜

霸”、“影霸”、“碟霸”、“歌霸”、“视霸”、“解霸”、

“(金山)毒霸”、“(新概念英语)句霸”、“波霸”等

等。(这一类“x霸”新词简称“X霸”B)

“x霸”B大多用来指称在同类产品中某一方

面品质较好的电子产品、食品等(多是生产者自

我命名的)，仅有“波霸”、“面霸”(参加较多面试

的求职者)等少量新词用来指代人。从语义上分

析，“X霸”B的根词“X”(如“声”、“译”、“图”

等)大多是指那些所谓最优越产品所具备的某种

功能或者是应用范围。这里的“霸”字体现出厂

家、商家给产品起名时的心态，俨然摆出了一幅傲

视同类、称霸同行业的姿态，可谓“霸”气十足。

根据以上的分类解析，可以发现：这两类“X

霸”新词中的“霸”字不但在意义上是不同的。而

且在感情色彩上也是截然相反的——一贬一褒。

同样一个“霸”字。它是如何形成这不同的两类“X

霸”新词的呢?为此。笔者查阅了古代的辞书及

相关文献，上溯源头，探索语源，查找“霸”语义自

古至今的演变与分化线索。

《：说文解字·月部>中已收有“霸”字：“霸，月

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声。

《周书》日：‘哉生霸。”段注云：“<汉志》所引《：武

成>、《顾命》皆作霸，后代魄行而霸废矣。俗用为

王霸字。实伯之假借字也。”又云：“霸魄叠韵。”

《辞源》对“魄”字作出如下解释：“月初出或将没

时的微光。古文作‘霸’。”可知，“霸”字的本义为

农历每月初始见的月亮(月光)，后来假借古音同

在五部且叠韵的“魄”字来表达这个语义。

“霸”之所以要用“魄”来作假借字，使得“魄

行而霸废矣”，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此之先，“霸”

已成为“伯”的假借字，用来表达原先“伯”的部分

义项，从而彻底放弃了其本义。“伯”作为古代汉

语的常用字，在频繁的使用中，语义不断引申，义

项逐步扩大，由最初的“长兄、兄弟中年最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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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为“古代的爵位名”，后来随着春秋时期诸侯

混战又引申为“诸侯的盟主。”这样，“伯”就同时

具有了众多的义项，据统计，《汉语大词典》收录

了“伯”的古今义项达21种之多。为了区别这些

不同的义项。加强表达的准确性，“伯”便假借古

音同在五部的“霸”来表示“霸主、称霸”之义。这

在许多文献中可以得到佐证，如《苟子·成相》：

“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

施。”杨惊注：“伯读为霸，言一朝而霸也。”《汉书

·陈胜项籍传>：“于是韩生说羽日：‘关中阻山带‘

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伯。”颜师古注：“伯

读日霸。”

以上材料显示，“霸”成为“伯”的一个后起区

别字、专用假借字之后，其本义被假借义所掩盖。

值得注意的是。“霸”成为“伯”的假借字后，在“霸

主、称霸”义上，两者并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

l：汉书>时代，还经常出现“伯”表示“称霸、霸主”

之义。

“霸”在先秦的古籍中已经多处、多次出现，

并且表示“霸主、称霸”义，这说明“霸”最迟在先

秦时代就已经成为“伯”的专用假借字。在先秦

时代，“霸”主要拥有名词性、动词性的两个相关

义项。且用例以动词义居多：

A．表示“霸主；古代诸侯联盟的首领”，作名

词解。

①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左传

·成公八年>)

②孟子日：“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

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

B．其表示“作诸侯联盟的首领；称霸”，作动

词解。

③子日：“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

到於今受其赐。”(《：论语·宪问》)

④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左传·

庄公十五年》)

至迟到东汉时代，由“称霸”义项引申出“赢

得了、赛得过”这一新义项。

⑤有奇士，长丈，大十围，来至臣府，日欲奋

击胡虏。自谓巨毋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

如海濒，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汉书·王莽

传：》)

此处的“巨毋霸”(“毋”同“无”)虽是人的绰

号，但是“霸”已经表示“赢得了、赛得过”义，也就

是说这个人自称自己巨大得没有人能够赛过他。

·68．

到了南朝，这一义项又进一步引申出“称雄、

夺冠、超胜于人”，这是一个典型的褒义词。

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

霸。(《文心雕龙·事类》)

⑦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唐·白行简

《李娃传》)

最迟到元末明初，“霸”又产生了另一类新义

项，由“称霸”义项引申出“强行占据”义，并由此

产生出“依仗权势或实力横行一方的人”一义。

“霸”又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至此。“霸”分别具有

了褒义和贬义两类色彩意义。

⑧花和尚、鲁智深⋯⋯在那里打家韧舍，霸

着一方落草。(《水浒传》第三一回)

⑨我这里有三霸。哥哥不知，一发说与哥哥

知道。(《水浒传》第三七回)

根据以上“霸”的语义演变过程，不难发现：

“x霸”A的“霸”可归人“依仗权势或实力横行一

方的人”这一义项，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而“X

霸”B的“霸”义则是从“超胜于人”的古义引申而

来的。不过，作“超胜于人”解的“霸”字是动词，

而现今由此引申出来的“霸”却因为类化作用改

变了词性，演变成名词，大多数指称性能卓越、傲

视同类的产品。只有少数指代人。带有褒义色彩。

三、“霸”语义的不完全虚化

“x霸”新词中，大部分是利用仿造造词的方

式而产生的，也就是以早先产生的“某霸”为例

样，根据类化作用，采用同一种结构方式，以相同

语素“霸”为语义基础，以所替换的不同语素为区

别特征，构造出一组类似词群。随着这种仿造造

词方式的普遍使用，以“霸”为后置定位语素的新

词语大量生成，于是就带来了一个语法上的变异

现象——“霸”由词根逐渐演变成为新的类后缀。

同时，笔者发现在媒体报道中，不少“x霰”新词

都是以带引号的词形出现，说明这类附缀式词语

形成的时间还不长，尚未完全定型凝固。

在“x霸”新词中，“霸”的构词位置固定。尽

管“霸”一般认为是词根，是自由语索，可以组成

“霸主”、“霸王”、“称霸”等词，但是当“霸”字表

示“强横无理、依仗权势压迫人民的人”或“在同

类中最好、最优秀的个体”这些意义的时候，则是

半自由的定位语素。只能后置。此外，“霸”还具

有构词的类化性。词根X和类后缀“霸”结合固

定后。新词语“X霸”必定是名词，同时，在语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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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起到了类化(类推)的作用：“x霸”A的x加上

“霸”之后，就专指强横无理、依仗权势压迫别人

的某机构或个人；“X霸”B的x加上“霸”之后，

就用来指称所谓在同类中最好、最优秀的物体或

者人。

“霸”位置的固定化、词根x与“霸”结合的日

益紧密，推动了“霸”语义的虚化进程。随着“x

霸”新词产生越多、越频繁，“霸”语义的虚化程度

就将会进一步加深。这是“霸”语义在当前呈现

出来的一种新的变化方式，不同于之前任何历史

时期所发生的实义演变。

说“x霸”新词中的“霸”是类词缀，而不是真

词缀，主要是因为其中“霸”的语义还没有完全虚

化。语义是否完全虚化，是区别类词缀和真词缀

的主要根据。张斌先生认为：“真词缀是位置完

全固定、意义基本虚化、读音大多弱化的词缀；类

词缀是位置基本固定、意义正在虚化、读音保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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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ncw words，and the basis of the classification lies in the semantic difference of the quasi—suffix”ha(霸)”．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evolvement of”ba(霸)”for time immemorial，may lead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reason why the semantic phenomenon

happens．In addition。the semantic incomplete—immaterialization of the the quasi—suffix”ba(霸)”has taken place．

Keywords：Ba(霸)；New words；Semantic evolvement；Incomplete—immate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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