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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陈益民编写的《大家评大家》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些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佳作，
按照文章内容的不同分为十二册，即《古风犹存》《陋俗与恶习》《小曲好唱》《读城记》《阿Q永
远健在》《国病》《浮生百味》《玩物不丧志》《情爱告白》《文人与装鳖》《文章正宗》《大家评
大家》。
概言之，《大家评大家》中的这些文章主要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和风土艺文诸方面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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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林琴南先生
再说林琴南
王静安先生
章太炎先生
从章太炎谈到刘申叔
吊刘叔和
李叔同
梁任公在湖南
记辜鸿铭
从辜鸿铭的蛮劲说起
记辜鸿铭先生
朱湘骂人
悼朱湘先生
海外遥寄诗魂——悼朱湘
志摩的风趣
志摩手札
挽徐志摩君
惜志摩
追伤志摩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胡适和《水经注》
胡适之
知堂先生
刘复
悼半农
吊刘复先生
郁达夫丰子恺合论
梁漱溟先生
老舍
记鲁彦
黄庐隐
庐隐死了
庐隐灵前
悼庐隐
记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
“忘掉我！
”
——鲁迅先生逝世十二周年有感
送学昭再赴法国
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和为人
多才多艺的夏衍
陶行知募捐如打仗
张奚若教授
为了忘却的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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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吊一个薄命的诗人——刘梦苇
悼寄南
记顾仲雍
吊品青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十二年的转变——悼何心冷先生
行矣心冷！

温故友——永久难忘的心冷
挽心冷两联
挽何君心冷
悼钱玄同先生
忆杜亚泉先生
隅卿纪念
悼玮德
忆明若
记野蕻
记隐飞
悼君冶
记齐白石
徐悲鸿先生
姚雪垠
秋田雨雀访见记
哀悼高尔基
悼“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
从陶潜到蔡邕
文人的悲哀
写在烦躁里（节选）——纪念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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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林琴南先生在世时，我从不曾当面领过他的教，不曾写过一封问候他起居的信，他的道貌虽曾
瞻仰过一次，也只好像古人所说的“半面之识”。
所以假如有人要我替他撰什么传记之类，不问而知是缺少这项资格的。
　　不过，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关系却很深。
读他的作品我知道了他的家世、行事；明了了他的性情、思想、癖好，甚至他整个的人格。
读他的作品，我因之而了解文义，而能提笔写文章，他是我十五年前最佩服的一个文士，又是我最初
的国文导师。
　　这话说来长了。
只为出世早了几年，没有现在一般女孩子自由求学的福气和机会。
在私塾混了二年，认识了一二千字，家长们便不许我再上进了。
只好把《西游》、《封神》一类东西，当课本自己研读。
民国初年大哥从上海带回几本那时正在风行的林译小说，像什么《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
橡湖仙影》、《红礁》、《画桨录》等等，使我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见了一个新天地。
后来父亲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完全的林译计有一百五六十种之多，于是我更像贫儿暴富，废
寝忘餐日夜披阅。
渐渐地我明白了之乎也者的用法，渐渐地能彀用文言写一写景或记事小文。
并且摹拟林译笔调居然很像。
由读他的译本又发生读他创作的热望。
当时出版的什么《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还有笔记小说如《技击馀闻》、《畏庐琐记》
、《京华碧血录》，甚至他的山水画集之类，无一不勤加搜求。
可惜十余年来东西奔走，散佚得一本都不存了，不然我可以成立一个“林琴南文库”呢。
　　民国八年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
林先生的寓所就在学校附近的绒线胡同。
一天，我正打从他门口过，看见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送客出来，面貌宛似《畏庐文集》所载“畏庐六
十小影”。
我知道这就是我私淑多年的国文老师了。
当他转身人内时，很想跟进去与他谈谈，兼致我一片渴慕和感谢之意。
但彼时究竟年轻胆小，又恐以无人介绍的缘故不能得他的款接，所以只好怏怏地走开了。
后来虽常从林寓门口往来，却再无碰见他的机会。
在“五四”前，我完全是一个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到北京后才知道他所译小说十九出于西洋第二
流作家之手。
而且他又不懂原文，工作靠朋友帮忙，所以译错的地方很不少。
不过我终觉得琴南先生对于中国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古文的造诣也有
独到处。
其译笔或哀感顽艳沁人心脾，或质朴古健，逼似《史》《汉》，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
的精神。
这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其实能彀超越自然。
我们批评时也不可拘以迹象求，而以其神韵的流动和气韵的清高为贵。
现在许多逐字逐句的翻译，似西非西似中非中，读之满口槎桠者似乎还比它不上。
要是肯离开翻译这一点来批评，那更能显出它的价值了。
他翻译西洋文艺作品时，有时文法上很不注意，致被人摭拾为攻击之资；他又好拿自己的主观，乱作
评注，都有失翻译家严正的态度。
不过这些原属小节，我们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
“五四”前的十几年，他译品的势力极其伟大，当时人下笔为文几乎都要受他几分影响。
青年作家之极力揣摩他的口吻，更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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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料有关系的文献如革命先烈林觉民《遗妻书》、岑春萱《遗蜀父老书》，笔调都逼肖林译。
苏曼殊小说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遂能卓然自立一派。
《礼拜六》一派滥恶文字也渊源于它，其流毒至今未已。
有人引为林氏之过，我则以为不必。
“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谁叫丑女人强效捧心的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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