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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州路，紧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

步行街。

一天下午，我和妈妈乘地铁4号转2
号，到了人民广场，冒着牛毛细雨漫步前

行，经两个路口，眼前老建筑与周围高层

新楼遥相辉映，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就

到了浙江中路。与周围或典雅或时尚的

建筑相比，这里的房舍却截然相反——

低矮、破旧，这里是一处上海的典型老弄

堂。

弄堂巨大的拱形进门已经被绿色

的铁栅栏保护，下午两点半，天还大亮，向

门内瞧去，比起外面来，里面的光线要暗

不少。我注意到，墙壁上凌乱的电线、开

裂的墙皮，无一不透露着岁月的痕迹。我

快走几步，里面还有玄机，弄堂里面竟然

还有个小弄堂，宽度只有一人半。在小弄

堂口有一个黑漆漆的楼梯，这是通到住

户家的吧？我轻轻推门，看到了楼梯的全

貌。在这楼梯上去的地方，炉灶整整齐

齐，这就是他们做饭的地方？！以前只是在

电视上看到过，如今是亲眼看到，更添一

丝惊讶。我转过头，仰视“高高在上”的二

楼，心里不免有丝畏惧，但依然还是攀着

扶手，一步步上去，发现这楼梯比想象中

的要难走，一节木梯的长度才能勉强伸

进半只脚，另半只是悬空的，除非你攀着

扶手，否则是很难爬上去的。转个身都不

易。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花费了好大一

番周折才爬下楼来。

继续向里走，另一个单元门大敞

着，我向里窥去，木窗木门木雨棚，蜘蛛

网爬满墙角，我看里面有人，也就没有深

入。在它的对面，有一个敞开的木门，向

里探，又是一个单元门。里面很昏暗，我

推开门踩上木质的楼梯，它发出“嘎吱

嘎吱”的响声。到了二楼，更加昏暗，只有

楼顶上一个狭小的通光口照进一缕白

光，显得愈加神秘。走廊里，依旧是锅碗

瓢盆、燃气灶。除了有些门户装了新式防

护门，其他都给我带来了厚重的年代感和

沧桑感。

我思绪万千！体会到了生活在这里的

辛苦和不易。

我曾去过上海的田子坊，虽然建筑

风格相差不大，但那里的设施已经很齐

全，而且很热闹，那是我对上海弄堂最初

的印象。而今天到了这里，才发觉我对弄

堂的印象要推倒重来，毕竟，不，或许这

才是真真正正的、原汁原味的上海老弄

堂。

不知不觉已是下午五点半，在乌云的

遮挡中，天色渐黑，弄堂旁边的福州路霓

虹已闪烁，它旁边的南京路步行街，更是

人头攒动，华灯璀璨。唯有这个在两条繁

华街道中包围的逼仄小弄堂，却依旧寂

寞静谧如初。我记得，刚来到这里时，看

到矮矮楼房的窗户上外伸着一个小小

空间，摆放着盛开的花儿，笑着，吐着芬

芳，那是对美好幸福生活的热爱和期盼。

每一座城市繁华的背后都有它隐隐

的伤痛。痛终将会远去！

古
往今来，众多事例无一不向我们

证明着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抑或是一个团体，如果仅仅依

靠领导者个人殚精竭虑而没有其他成员的积

极响应和参与，其效率必然大打折扣，但，所

有人都将全部精力投于事物以求统一就是可

取的吗？并非如此，我们真正应掌握的，是如

何先在事物之中寻得协调，继而谋求发展。

恰如荀子所言，“怒不过夺，喜不过

予。”这句话本是告诉我们，处事要遵循一定

的原则，不可因情绪方面的原因便在执行时

过宽或过严。对犯过错甚至触犯刑法的人，即

使再恼怒，也不过度惩罚；而对成就卓越或自

己欣赏的人，即使再喜欢，也不过分奖赏。细

细品来，似是在教导人们如何控制情绪的话

语，其中却也暗含着协调之道。

《大学》写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

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

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

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古人时常谈论修身。那么何谓修身？它

的具体行为表现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择善而

从，博学于文，并约之以礼。究其本质，便是要

时时检束自己的身心言行，用诚心、仁爱、谦

卑的情操来怯除思想中的杂质，对峙那些令

我们骄傲自大、轻浮邪僻的内因外因，培养

志趣，用最朴实无华的态度去学习关于仁爱

的学问，远避世俗的虚谈。丰富完善自身人

格，落实到一言一行中而不逾越事理，这样的

治学，不正是为了协调自身而为吗？

协调，又不妨说是中庸之道，此处“庸”却

并非是指平庸，而是指不偏不倚，折中调

和。“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

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中的一席

话，告诉了我们“恭”、“慎”、“勇”、“直”等

德目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以“礼”作指

导。只有在“礼”的指导下，这些德目的实

施才能符合中庸的准则，否则就会出现

“劳”、“葸”、“乱”、“绞”，也就不可能达到修

身养性的目的。所以，“礼”的制定，正是为了调

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起协调之用。

由此可见，从“礼”到“中庸”，从“中庸”再

到“修身”，都隐隐围绕着一个词而展开，便是

“协调”。看来对协调的追求，从古至今并未

改变，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也当更为

重视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

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国外开放，进而推进经

济、政治、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又多个小方

面的协调，构筑社会的协调。

点评：

本文以题目“怒不过夺，喜不过予”为出

发点，引出“协调”这一理念其实是各方面都

不可或缺的，继而从《大学》中所言的修身之

道，推及《论语》中庸之道，点明其作用均是

协调自身，协调社会。最终得到结论，对于协

调的追求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现如今我们

也应更重视协调发展，论证井然有序，语言严

谨而不失文采，彰显了周薇同学较为深厚的文

学底蕴。

怒不过夺，喜不过予
行知中学 周薇  点评老师 孟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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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征中学 高一（1）班 张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