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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我的案头的，是一堆短文，作者管它们叫小品。
如果按当下的理解，估计会有人感到突兀，因为，在大众看来，小品是赵本山、宋丹丹他们的专利。
舞台上那种逗人笑，或者逗不出来雇人笑的玩意，才是小品。
不过，读过文学史的人知道，中国的文体，原有小品这一类，比如晚明的小品，长长短短的，逮住什
么写什么。
像张岱的《陶庵梦忆》，吃喝拉撒，看戏逛西湖那点事，都可以堆在纸面上。
像我这样一贯不务正业之人，一见就喜欢得不行。
　　作者的文字，的确是小品，跟晚明讲性情的前辈一样，什么都写。
看到什么，有感而发，文字就出来了。
无非是开会，扯淡，倒垃圾，看电影，所有人能碰上的日常小事，琐琐碎碎，都在作者的笔下变成了
某种想法。
当然，有时候，也会履行一下国人的特权，点评一下美国总统。
作者的思路比较怪，往往不肯按惯常的思路走，人家从A到C，他偏不，倒着来，从A走到Z，或者A完
了之后，冒出来Al，反正让你想不到。
不过，倒也不至于因此而吓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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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胡鸿杰先生的散文作品集，书中收录了《再谈年龄之谜》、《有一种追认叫无奈》、《桂花飘
香》、《语言表达》、《据理力争》、《两务道路》、《最后一日》、《蝼蛄吟》、《发呆的人们》
、《街冲的麦田》、《乌鸦树》、《差错》、《夜宿前湖》、《上学路上》、《宜居》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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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鸿杰，男，1958年生，国家二级运动员。
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
，2002年6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1982年至1986年供职于国家档案局教育处，1986年至1996年在中国档案出版社先后担任总编室主任
、综合编辑室主任和《办公室业务》杂志社总编辑。
 
　　199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通讯》杂志社总编辑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讲授《管理思想史》、《现代管理导论》、《行政学》、《办公室管理》和《项目管理》等课程
。
主要研究方向为机关与办公室管理和档案学基础理论。
 
　　此外，还兼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文史类委员会委员、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高教秘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中国档案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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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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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近关于垃圾的新闻的确不少，其中的亮点无外乎垃圾的分类和垃圾的焚烧，读者和作者都从中
享受着媒体带来的盛宴。
　　作为垃圾的分类，大多还没有被我国百姓所接受，马上实施恐怕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有一定
的困难。
比如，垃圾的分类必须首先来自包括每个家庭在内的垃圾制造者的细心和仁慈，为自己的抛弃物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物质成本，这对于目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处于快节奏中的国人来说基本上是无法接受
的；即便是在政府恩威并重的感召下，这些（理论上）被分类的垃圾能否平安地来到它们的分类归宿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未知数；就算是它们平安地来到它们的分类归宿，在处理它们的时候是否会到来二
次污染，也就是说，对垃圾的焚烧所释放的有毒气体，专家和政府都没有敢于给出确切的答案。
　　在大家享受媒体带来的盛宴与等待专家和政府的承诺的同时，我国的垃圾问题已经到了最危险的
时刻。
一方面，自身产生的垃圾围城——可供填埋的地方实在不多了，垃圾的焚烧又受到了公众的质疑；另
一方面，我国还在以不同的方式吸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洋垃圾，仿佛进入了一个几乎无
解的怪圈。
于是，被时势造出的英雄纷纷登台亮相，建言献策，一时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弄得不好，难
免又会出现反认他乡为故乡的状况，到头来落下一地鸡毛，大家还得收拾垃圾。
　　我不是垃圾处理的专家，所以不敢妄言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决策和专家建言的优劣。
但是，如果从一个非专家和官员的角度，我倒是觉得有一些小事似乎也与上述问题有关。
比如，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季节里，大家最常见到的就是环卫工人在清扫和清除散落在绿地和
树丛中的落叶。
在我们乡下，这些落叶是完全可以就地消化、降解为肥料的。
现在城里人把它们作为垃圾收走后，要么找地方填埋，破坏现有的耕地，要么找地方焚烧，释放出不
明气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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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小品的名字，作者管它叫“胡言”，不是胡言乱语的意思，而是作者姓胡，姓胡的说的话。
就像传说胡适先生引经据典，提到孔子是“孔说”，提到就自己就成了“胡说”，当然作者也不是胡
言，有心的读者，手把一卷，轻飘飘地读过去，好玩的紧。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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