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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即将落地，我拉开小窗，明晃晃的

阳光随着小窗板的升起洒到我的手臂上。

我迫不及待地望向机舱外——还是和去年

一样，天空还是那样湛蓝，蓝得沁心；山峰还

是那样高峻，高得亲切。细细地看，地面有

几条徐徐流淌的河流汇合又分叉，分叉又汇

合。还有浑身黝黑的牦牛在河边的草地上

成群觅食。草木在陡峭的山坡上似稀疏之

景。西藏，这飞机即将降至的土地上，天空

似乎永远那样澄澈，云朵似乎永远那样洁

白。

从机场出口走出，我一眼便望见父亲笑

着冲我招手。我迈开步子奔跑过去，感觉被

烈日炙烤下变得燥热的微风拂过耳边，之后

便一头扑进父亲的怀抱中，感觉到父亲的冲

锋衣也被晒得滚烫，却也烫得暖心。

机场伸出的柏油马路很新亮，伸向罕有

车至的前方，伸到山岭后面去了。同这公路

一同延伸的，有时缓时急激起雪白浪花的河

流，有黑黝黝的山嵴和漫山的草野，有朝圣

的路人和慢行的牧童。

“别上班了，回成都陪我们吧。”我瘫坐

在车后座，吸着氧气对父亲戏谑道。

山脉延伸所往，大河奔流所向，有一个

安宁的小市镇。而父亲夙劳夜作的地方，便

在这一生活节奏轻缓的小镇。这个地方不

太知名，父亲终年在这埋头工作，践行者一

名公务员应尽的职责。

“回成都做啥呢？”父亲也打趣道，“回成

都蹬三轮，喝西北风啊？”

我慵懒地笑了不再言语，望着窗外飞快

褪去的风景睡着了。

到了家里已是天黑时分，爸爸让我不要

活动，多喝水、多吸氧，生怕我有高原反应。

我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水杯，看着热腾腾的白

雾萦绕开来，又饶有兴致地问父亲为什么最

初想到西藏做公务员。

父亲并不立即回答，只是长长叹出一口

气。半透明的窗帷后面，夜空中能看见星

辰，淡淡的，不甚清楚，但那星光和着客厅里

皎白的灯光，把父亲眼角的皱纹照得分明。

我心惊，以往在电话听筒、视频聊天里从没

觉得父亲有过变化，如今岁月的轮辙是如此

鲜明地展现在我眼前了！

父亲常年在这里工作，无怨无悔地守望

着西藏的天空，难得回家与我们团聚，一年

到头休假加出差也只有三五次的机会。经

常是结束了一天的辛劳，才往家里打电话问

候家人，在电话那头，嗓音竭力掩饰着深深

的疲惫，是不想让我们担心，可又怎么瞒得

住呢？我常常心酸，心疼我的父亲。有时问

他 累 不 累 ，他 只 是 微 微 犹 豫 而 马 上 答 道 ：

“唉，没事。”

“没事”二字，大抵是一个守望者最真挚

的倔强了吧。

“到西藏工作……养家糊口嘛！”父亲片

刻后这样回答道，眼睛盯着电视新闻频道播

报的国内国际新闻，这是我记事起就知道父

亲独爱的电视频道。

“养家糊口”，或许是一名守望者最深情

的掩饰。

“养家糊口”，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岗

位，拿更多的薪水，或选择在成都工作，每天

可以回家陪伴家人，而是守在这片中国西部

的苍茫土地，守在湛蓝苍穹下的高原上？“养

家糊口”，为什么还甘愿在纷纷去往北上广

的时代洪流下，选择伫立在尚未立起遍地高

楼大厦的亟待进一步发展的土地上，整整二

十 八 年 ？ 我 心 中 再 清 楚 不 过 ，这“ 养 家 糊

口”，不过是一名不求功勋的守望者无力的

辩白。

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小哥哥给

父亲送资料。父亲转身进客厅之后，小哥哥

大抵一眼就看出我是父亲的儿子，便问我

道：“弟弟，你成绩一定很好吧？”

我不解：“没有没有。怎么这么认为呢？”

小哥哥满脸笑容道:“你爸爸无论工作、

生活，还是下乡扶贫，都是乐呵呵的。我们

一直都觉得，是因为家里有你这么个出息的

儿子呢！”

其实，哪里是因为我呢？父亲，您不仅

保持着对家人慰藉心灵的微笑，还总是用您

的微笑感染着身边每一个同事，您可知道，

您的微笑已然投射出一个矢志不移的守望

者散发出的万丈光芒。放弃了四川家乡多

样的发展机遇，选择了守望一方本不熟识的

土地，是心中炽热的执念驱使，成就了一个

时代最平凡的伟大。

我回程的那天是晚上的航班。回望山

脉延伸、大河流淌的方向，那个小镇的上空

在灯光的映射下变得流光溢彩。每来一次

西藏都很有感触，西藏发展的速度真是迅

猛，很多如此的市镇，都已通了高速，市政亮

化 工 程 也 让 美 丽 的 小 镇 散 发 出 耀 眼 的 光

辉。百姓安居乐业，傍晚的广场舞人群和成

都并无差别。我深深明白，是数以千万计的

如父亲一般的守望者，倾尽大半生心血，默

默无闻地奉献，甚至奉献了自己又奉献子

孙，和西藏人民携手走向团结、发展的光明

大道。

返程的飞机上，眼角的泪痕尚未干，我

望向窗外——黑漆漆的夜空中，飞机翅翼上

的一排小灯恍若闪烁的星辰。不知道底下

的守望者能否瞥见浩渺夜空中这几点星光，

还是兀自忙碌？

夜空星辰渐次绽放

开在低处的

那是山里人家的灯火

灯光，像山坡伸出来的手掌

把一个家

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

小小的灯火，默默守护着

生怕一松劲

屋舍就会滑下山去

我知道，每粒灯火里

都有一扇虚掩的门

每扇门里，都有一座温暖的天堂

沉静的夜，晚归的人

都不会寂寞

有一颗心始终为他亮着

在修辞研究范式突围与坚守并存的情

况下，辞格研究仍然是修辞学中不可忽视的

重要研究领域，其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要墨守

成规，而是有所创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其能否撬动传统辞格研究的格局，为之注

入新的理论动力。邵敬敏教授在面对修辞

学发展遇到的问题时指出：“修辞学的传统

研究课题需要‘老树开新花’，关键是在理论

上有所突破。”高群教授的《广义修辞学视角

下的夸张研究》正是对上述学者呼唤的实

践，作者运用最新的理论资源和经典案例，

对夸张作出创新性的解释研究，为辞格研究

的转型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谭学纯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到“学术

选题有无价值，不完全在于‘研究什么’，更在

于‘怎样研究’，以及能够体现什么样的研究

格局和学术面貌”。高群教授的《广义修辞学

视角下的夸张研究》基于夸张研究成果、缺失

的梳理，充分汲取范式创新的理论资源，以修

辞技巧和修辞诗学为主要研究范围，以表达

者和接收者作为双向审视的研究对象，以成

因阐释为主要研究方法，融合语言学、符号

学、文艺学、叙事学、心理学、语言哲学、认知

科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优化解释夸张性质、

语义、构式、语篇构建、夸张与文体关系等问

题，为深化夸张研究提供丰富的探索个案，实

现了夸张辞格研究的范式创新。这次夸张辞

格的个案探究是同修辞学转型过程中的完美

契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在研究范围上，对夸张辞格的研

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技巧分析，而是将之

延伸至修辞诗学这一更广阔的研究范围之

中。一直以来的修辞学研究将自己封闭修

辞格中，深挖各种辞格的修辞技巧，逐渐与

其他学科脱节。而广义修辞理论的修辞诗

学研究走出狭义修辞学的技巧分析，将修

辞放在整个文本框架中去分析其更大的价

值和作用。高群教授在广义修辞理论的启

迪下，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在

夸张技巧分析的基础上探究夸张推动语篇

叙述的功能。作者分类研究民间故事、赋、

诗、小说四种文体的代表作品，梳理不同文

体的修辞诗学功能，发现夸张修辞格在特

定文本中是语篇叙述中的决定性力量，在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丰富人物形象以及表

达 出 创 作 者 独 有 的 风 格 方 面 有 独 特 的 作

用。谭学纯教授评价夸张辞格的探究“一

方面坐实夸张语言本体，另一方面坐实夸

张话语作为文本叙述修辞元素的调度和组

织”。高群教授的夸张辞格研究始于词句

的修辞技巧而终于文本整体建构的修辞诗

学，极大地深化了夸张辞格的意义，实现了

夸张辞格研究的范式创新。

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强调表达和接受

两个主体。一直以来辞格研究的基本特征

是重表达轻接受，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对

表达者的关注上，对于接受者的研究少之

又少。而实际上修辞学同传播学一样，缺

少接受者反馈的修辞活动是不完整的。修

辞学界率先作出学术回应的是谭学纯、朱

玲，他们首先在《接受修辞学》中强调表达

者和接受者互为修辞活动的对象，继而在

《广义修辞学》中建构了表达——接受两个

主体的研究框架，“立足于修辞活动的双向

审视来研究接受，不仅避免了表达修辞学

长期以来的研究缺陷，而且展示了一种新

的研究思路”。《广义修辞视角下的夸张研

究》在此框架中深挖夸张辞格的学理依据，

高群教授将表达和接受两个主体的双向交

流行为放在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两个层面

展开研究，详尽探讨了表达者的夸张意象

如何在跨时空中同接受者达成情感共鸣、

夸张话语标记“夸张地说”及其否定形式如

何生成修辞动因、表达者和接受者如何在

双向互动中完成语句关联性的语义限制、

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影响夸张信息的

解码等一系列此前夸张研究从未涉足的领

域，在表达和接受的双向维度上深刻解析

认知心理在夸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实现

了对研究对象的创新性探讨。

最后，在研究方法层面，跳出“定义+例

证+描写”的传统研究模式，转而关注夸张

辞格语义生成的内在机制。高群教授在刘

大为“认知辞格”的启发下，融合认知语言

学、认知构式语法、心理学等理论资源，对夸

张问题中的“老面孔”，别具匠心地运用新的

研究方法和案例进行分析论证，如探究夸张

语义的生成机制、界定与验证夸张构式、对

夸张形式作出学理性的解释与描述、归纳数

字成语夸张构式的特点、刻画夸张点的显隐

义、总结潜隐夸张语义、从亚义位和自设义

位对经典夸张例句给出新解释、阐释框架夸

张构式及其夸张功能理据等。以诗句“黛色

参天二千尺”为例，主语是“黛色”，“二千尺”

描述对象超出长度的正常量范畴，在现实世

界中，树干不可能达到“二千尺”的长度，借

助“本体+夸体+夸张点”的夸张构式可以判

定此时的构式义表现为长度量域被夸大，故

意言过其实，服务于抒发强烈情感的主观意

图，最终生成的武侯庙柏是诗人的，也是接

受者的。可见汲取多学科理论资源，跳出原

有的研究框架，借鉴新的研究方法，是未来

辞格研究发展的趋势。对夸张辞格研究的

范式创新不仅深化了个体辞格的研究路径，

同时为其他辞格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修辞研究范式创新的背景下，广义修

辞学无疑为修辞学研究“往何处去”指明了方

向。方向一旦确定，接下来面临的就是道路

的选择和开拓，高群等无数学者无疑就是修

辞学新道路的开拓者和践行者。《广义修辞学

视角下的夸张研究》是修辞学中为数不多的

进行系统个案研究的典范。作者以缜密的思

维、开阔的视野、敏捷的文思，对老牌修辞格

夸张运用新的范式理论资源并结合经典案例

进行创新性解读，为修辞学研究画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夸张是

一种构式，属于运用新理论观察老问题，提出

原创观点的学术创新，不仅深化了个体辞格

研究，扩大观察，对整个辞格系统研究在理论

借鉴和方法论证上也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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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 格 研 究 的 范 式 创 新
——评高群教授《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

苏陆影 陈接峰

灯火温暖（外三首）

罗裳

窗外落叶纷飞

像陈旧的时光

都落向人间的低处

多么盛大的谢幕啊

漫天金色的音符

合奏出昂扬而明快的旋律

呵护过花朵，陪伴过果实

和风雨搏击过

也触摸过天空最美的彩虹

如今，它们不动声色地

将过往深埋心底

顺从时光，诀别厮守的枝头

落叶无言，辗转成泥

在大地的怀里

默默回馈根须的恩养

雪在开花

一朵挨着一朵

挤满了枝头和心头

尘世，纯粹而安详

无边的冬夜

被一朵一朵的洁白照亮

孩子们跳跃着，欢笑着

看见通往天堂的路

在纷飞的雪花中隐现

三两声啼鸣

是鸟雀从高处的睡眠中醒来

搬动白银的幸福

满头白雪的石榴树

佝偻着腰

在如豆的灯火里越发苍老

那桔黄色的窗户啊

仿佛含泪的注视

总担心

这飞雪会绊倒游子的思念

一想到家园

举着星空的槐树就出现了

像乡愁的指南针

槐树站在院子里

背微驼

躬身倾听了尘世太多故事

清晨，母亲总会撒一把米

给槐树上的小鸟

她和它们轻声交谈，无话不说

深夜，槐树俯身探进父亲的梦里

取走咳嗽和隐痛

父亲的皱纹，大多藏在槐树心头

一棵槐树，就是一个邮差

披星戴月

传递着，我和家园之间的消息

落叶纷飞

雪 夜

一棵槐树高举星空

梦
驼
铃

张德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