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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份科幻爱好者刊物《星云》创刊于 1988
年1），由中国著名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现任副总编姚海军（1966-）创办。《星
云》 初为科幻爱好者的同人刊，其创办初衷主要是为出版方、作者、读者提
供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但是后期发展愈来愈倾向于学术性的科幻文学研究。

──────────────────────────────────────────
* Instructor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Language Center,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１）刘健：《20世纪 90年代中国科幻爱好者杂志综述》，《读书文摘》，2015年第 4期，第

26页。（也有相关研究显示《星云》有可能始于 1986年。如：姚海军，《中国的坎贝
尔》，《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8月第 1版，第
349页。CSFDB 中国科幻数据库。可见《星云》创刊年份还有待考察，在此沿用 1988
年创刊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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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8年第 1期总第 22期，即创办者姚海军加盟科幻世界杂志社之后，《星
云》在封面上打上了“中国科普作协科幻创作研究会内部通讯”的字样。从此，
《星云》越来越倾向于学术期刊的发展。并且，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
（1963-）、王晋康（1948-）、星河（1967-）等人，较为重要的科幻文学创作理论
性文章，很多都 初发表于《星云》。可见，《星云》可以说是中国发展较早的
科幻文学理论期刊。

无论是作为信息交流平台的同人刊，还是与创作理论相关的学术性期刊，
《星云》无疑在中国当代科幻史上占据着及其重要的位置。甚至有学者直接明确
指出，《星云》作为中国“‘跨世纪 20年’期间科幻文学与科幻文化传播的重要
素材，具有极高的文学史史料价值”2）。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在中国当代科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刊物，关于
它的详细介绍与单独论述却并不多见。目前较为详尽的研究仅有为数不多的几
篇，如《20世纪 90年代中科幻爱好者杂志综述》3），《谁是下一个姚海军──中
国幻想类 Fanzine 回顾》4）。可见，《星云》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刊物，里面究竟
刊登了怎样的文章，它对中国当代科幻研究来说，又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都
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考察。笔者围绕这些疑问，打算就目前收集到的《星云》
期刊进行逐个考察。

由于从 1994年开始《星云》出版刊数，及版面设计逐渐趋向规范，1995年
基本步入正轨，所以本文作为考察的第一步，将对处于发展初期的至 1994年年
低为止的《星云》进行考察。由于目前能收集到的 早的《星云》是 1991年 5
月总第 6期，所以本文打算就 1991年 5月总第 6期至 1994年 11月总第 12期，
这七本期刊进行简单的梳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由《科幻世界》杂志社编辑发行的系列杂志
书，也是由姚海军命名为《星云》5）。不过，本文的研究对象并非创办于 2001年
的杂志书，而是创始于上个世纪 80年代的科幻迷杂志《星云》。

接下来，为了对《星云》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先对其诞生和出版概况进行
简要梳理。

──────────────────────────────────────────
２）刘健：《20世纪 90年代中国科幻爱好者杂志综述》，《读书文摘》，2015年第 4期，第

26页。
３）同上。该文 初于 2013年 2月 2日发表于网络，题为《那些年我们一起看的科幻同人

刊》。后经整理其修订版于 2015年发表于《读书文摘》。
４）三丰，《谁是下一个姚海军──中国幻想类 Fanzine 回顾》，于 2009年 3月发表于网

络：https : //www.douban.com/group/topic/5606277/
５）杂志书《星云》是由科幻世界杂志社编辑推出的系列中国原创中长篇科幻小说。2001

年至 2012年间共发行 10期，刘慈欣的《球状闪电》（2004）、陈楸帆的《深瞳》
（2006）、飞氘的《去死的漫漫旅途》（2006）均 初发行于该系列杂志书。

杨灵琳１８２



II．《星云》概况

1．诞生
如上文所述，《星云》 早由姚海军创办。姚是个不折不扣的科幻迷，可是

在上个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科幻发展遭遇低迷，除了唯一残存的科幻杂志
《科幻世界》外，其他新的科幻小说极难出版。姚苦于经常找不到新的科幻小
说，加之深感“读者、作者和出版者之间信息不畅”6），于是有了建立一个可以
供出版方、读者和作者分享信息的平台的想法。那样，“科幻迷就能读到更多的
书，有更多的选择”7）。

于是，姚海军在就读翠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时候，利用课余时间，开始
了《星云》的创办8）。由于《星云》主要是由某个科幻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是一
个“主要依靠自身的财力精力创办和维持的科幻爱好者杂志”9），所以相关研究
将其归于科幻爱好者杂志中的“个人刊型”10）。

“个人刊型”，顾名思义，几乎只靠创办者
一人来维系运营，出版道路的艰辛可想而知。
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星云》的出版概况。

2．出版概况
该部分将对《星云》1991年 5月总第 6

期──1994年总第 12期的出版概况做一个综
述。

由于《星云》创办于数据信息不够发达的
上个世纪 80年代，其部分期刊已是不易收集，
笔者目前收集到的 早一期是 1991年 5月刊
行的总第 6期。创刊号至总第 5期，目前还未
收集到。不过可以看出，从创刊至 1991年 4
月为止，一共发行了 5期。另外，1991年一
共出了两期，5月的总第 6期和 7月的总第 7
期11）。其后，1992年未发行，直至 1993年 8
月 10号才出了 总 第 8期。连 同 总 第 8期，

──────────────────────────────────────────
６）姚海军，《中国的坎贝尔》，《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年 8月第 1版，第 349页。
７）同上。
８）同上。
９）刘健：《20世纪 90年代中国科幻爱好者杂志综述》，《读书文摘》，2015年第 4期，第

26页。
１０）同上。
１１）《星云》总第 7期的第一页标明该期为“总第五期”，刊号疑有误，按日期推算应为总

第 7期。

图 1 《星云》总第 6期
（1991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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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一共刊出了两期。据目前收集到的
《星云》发现，从 1994年开始基本是以每年 3
期的频率出版。

另外，办刊物需要人力、财力，因此姚海
军专门组建了一个“中国科幻爱好者协会”为
发行《星云》服务，《星云》为其会刊，实行
会费制。虽然协会名头很大，但初期会员并不
多，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员更是寥寥无几。据
1993年的总第 9期描述，《星云》编辑部全部
的工作人员也才总共两人12）。 开始的《星
云》编辑、印刷和发行基本全是由姚海军一人
负责13）。

可见，无论是从经费、物质，还是人力角
度来看，《星云》的初期发展非常艰难。《星
云 》 的 总 第 6 期 （ 1991 ） 至 总 第 8 期

（1993），一直采用的是成本较为低廉的手刻蜡
纸14）（图 1），且由于没有美术编辑，至总第 8
期为止一直没有封面。直至 1993年的总第 9
期，《星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封面（图 2），是一幅铅笔画，作者为席恒青。

“内文印制改为机打蜡纸油印”15）。并且据总第 11期和相关研究记载，正是这一
期，由现在在南方科技大学任教的吴岩（1962-）教授于 1994年 3月带到了美
国俄亥俄州的米兰尼科幻大会上，以当时“中国唯一的科幻迷杂志”16）进行了展
出17）。展出后姚海军“不断收到美国科幻迷的杂志、甚至是东南亚科幻迷的来
信”18），《星云》让海外听到了中国科幻的声音。

紧接着，从总第 10期（1994）开始，在版面上也有了新的变化，制作了目
录（图 3）和封底（图 4）。并于同年总第 11期上，提出“协会已把《星云》定

──────────────────────────────────────────
１２）“我们《星云》编辑部全部，也是仅有的两名工作人员”《致全体会员》，《星云》1993

年总第 9期，第 2页。
１３）姚海军，《中国的坎贝尔》，《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年 8月第 1版，第 351页。
１４）据姚海军自述，《星云》 开始采用的就是手刻蜡纸。所以应该可以断定创刊号至总第

总第 8期（1993）均为手刻蜡纸。参见：姚海军，《中国的坎贝尔》，《追梦人：四川科
幻口述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8月第 1版，第 351页。

１５）刘健：《20世纪 90年代中国科幻爱好者杂志综述》，《读书文摘》，2015年第 4期，第
26页。

１６）本刊编辑部，《科幻动态》，《星云》总第 11期，1994年 6月 5日，第 18页。
１７）刘健：《20世纪 90年代中国科幻爱好者杂志综述》，《读书文摘》，2015年第 4期，第

26页。
１８）姚海军，《中国的坎贝尔》，《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年 8月第 1版，第 358页。

图 2 《星云》总第 9期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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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季刊”19）。但是，从之后直至 2000年的出版情况来看，《星云》并未按其他季
刊杂志一样 1年 4期，而是 终只做到了 1年 3期。但是，由此可见，从 1994
年开始《星云》正慢慢走向正轨。

接下来，为了方便理解，将刚刚上文提到的，本文的介绍对象 1991年总第
6期至 1994年总第 12期的出版情况简单整理如下。

1991年 5月 10日 《星云》总第 6期 手刻蜡纸
1991年 7月 5日 《星云》总第 7期 手刻蜡纸
1993年 8月 10日 《星云》总第 8期 手刻蜡纸
1993年日期不详 《星云》总第 9期20） 机打蜡纸油印、开始出现封面作为

当时“中国唯一的科幻迷杂志”在
美国展出

1994年 3月 25日 《星云》总第 10期 开始出现封底、目录
1994年 6月 5日 《星云》总第 11期
1994年 11月 《星云》总第 12期21）

III．发展初期的《星云》

这一部分将对处于发展初期的《星云》总第 6期至总第 12期的各期概况进

──────────────────────────────────────────
１９）《协会之声》，《星云》总第 11期，1994年 6月 5日，第 23页。
２０）《星云》总第 9期上未标明具体发行日期。
２１）《星云》总第 12期上只标明了发行于 1994年 11月。

图 3 《星云》总第 10期目录
（1994年 3月 25日）

图 4 《星云》总第 10期封底
（1994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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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简要介绍。

1．1991年总第 6期
如前文所述，笔者目前能收集到的 早一期《星云》是 1991年总第 6期。

因为先从总第 6期开始对各期内容进行归整与梳理。
《星云》总第 6期，刊行于 1991年 5月 10日。该期内容如下。

《要有中国特色》（程嘉梓）
《科幻是新时代的需要》22）

《蓉小姐轶事》（刘卫华）
《硬派科幻总部》（姚海君）23）

“书讯”专栏

4篇文章中一半评论，一半小说。《蓉小姐轶事》和《硬派科幻总部》均为
非常简短的科幻小说。其中《蓉小姐轶事》是由 1991年第三届中国科幻银河奖
征文篇名串联而成。“书讯”专栏，介绍了当时出版不久的译介的海外科幻小
说。为《星云》的读者提供了即时书讯。其后几乎每期都登载有该专栏。“书
讯”在网络环境不发达的年代，为会员们提供了信息的共享。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星云》总第 6期即将出版之际，1991年 5月 20
日至 5月 25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了由四川省外办、省科协和《科幻世界》
杂志联合举办了世界科幻协会年会 WSF。此次年会召开之后，“四川、福建、
安徽等十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多种科幻图书。中国科幻进入了九十年代的发展
期”24）。可见，1991年在成都召开的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为之后的中国科幻的发
展，带来了良好的影响。

《星云》总第 6期刊载的《要有中国特色》，就这次即将在中国召开的 WSF
年会，发表了一些对中国科幻未来发展的一些感想。作者程嘉梓25）（1939-）指
出，虽然 1991年的 WSF 年会“给中国科幻的繁荣送来了一副催化剂，但它并
没有完全解决中国科幻怎样才能真正繁荣的问题。冷静思考之余，觉得只有作
者的创作与读者的需要相适应，中国科幻才能得到大家所期盼的繁荣与发展”26）。
可见，在程嘉梓看来，WSF 年会的召开虽然能够为中国科幻的发展带来良好的
影响，但真正能够迎来中国科幻繁荣的高峰期，靠的还得是迎合读者需求、读
者味口的作品。并且，程嘉梓进一步指出在科幻创作上得在创新构思、提高文

──────────────────────────────────────────
２２）因印刷问题，作者名有些模糊不清。在此不便写明。
２３）疑是“姚海军”。
２４）杨枫、姚海军整理，《〈科幻世界〉与中国科幻 30年大事记》，《科幻世纪增刊 30周年

特别纪念》，科幻世界杂志社编辑出版，2009年，第 29页。
２５）程嘉梓（1939-），该文发表时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铁路科研所任职。现为世界华人科幻

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２６）程嘉梓：《要有中国特色》，《星云》总第 6期，1991年 5月 10日，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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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术水平，以及体现中国特色这三方面下功夫。并明确指出，“民族特色是中
国科幻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根本”27）。

结合之后刘慈欣（1963-）《三体》系列在国际上的成功来看，程嘉梓提到
的迎合读者需要、融入中国特色的科幻创作理念，非常中肯、犀利，且极具前
瞻性。

另外，第二篇《科幻是新时代的需要》，里面提到了科幻文学对社会的功用
性。“我们不仅需要借鉴‘过去’、把握‘现在’，更需要高瞻远瞩，从未来的角
度来关心社会的发展”28）。可以说是非常明确地指出，科幻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
的优势。其优势在于，能够通过借鉴未来，反思现状。

可见，身为科幻爱好者杂志的《星云》，不仅仅停留在海内外科幻信息的交
流，其对科幻创作理论的关注是不容忽略的。里面提到的关于科幻创作理论的
观点尖锐且不乏专业性。

2．1991年总第 7期
《星云》总第 7期，刊行于 1991年 7月 5日。该期内容如下。

《1991年世界科幻年会闭幕》29）

《科幻的魅力》（向宇）
“书讯”专栏

该期在开篇报道了 1991年召开的 WSF 年会，为当时身处网络不发达环境
下的全国各地的科幻迷提供了即时的资讯。

《科幻的魅力》一文，指明科幻文学能为读者带来不同于其他文学的特殊体
验。强调了科幻文学的艺术魅力，及其与其他文学类型的不同之处。

3．1993年总第 8期
《星云》总第 8期，刊行于 1993年 8月 10日。该期内容如下。

《团结起来，让星云更辉煌》30）

《“科幻迷”断想（随感录）》（吴岩）
《科学幻想──宇宙启示录》（孔斌）
“科幻小说”专栏

《利润》（任毅刚）
《辞退机器人的那一天》（任毅刚）

──────────────────────────────────────────
２７）同上。
２８）《科幻是新时代的需要》，《星云》总第 6期，1991年 5月 10日，第 2页。
２９）未注明作者。
３０）未注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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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31）（毛飞）
“科幻动态”专栏
“协会工作简讯”专栏
“服务窗”专栏
“科幻书讯”专栏

总第 8期刊载的内容明显丰富了起来，除了评论文和科幻小说以外，增设
了“科幻动态”专栏、“协会工作简讯”专栏和“服务窗”专栏。其中“服务
窗”提供的是科幻书籍的交换服务。即先将协会所有的书籍罗列出来，会员中
如若有想阅读的，可以拿自己的科幻书籍与之进行交换。这样，就能经济地解
决上文提到的 80年代中后期，像姚海军一样的科幻迷苦于买不到科幻书籍的问
题。这无疑为广大科幻迷提供了一个便于资源共享的经济实惠的平台。在一定
程度和范围内加速了已出版的科幻文学作品的推广。

另外，该期中吴岩的《“科幻迷”断想（随感录）》，大胆地提出“为什么不
让《星云》成为第二个《轨迹》呢”32）。《轨迹》是创始于 1968年的科幻期刊，
该文中提到，《轨迹》 初的雏形也只是美国一个叫查理・布朗的电气工程师，
自己用打字机打下了几条关于科幻的消息，再将其寄给自己的朋友33）。可见，吴
岩对《星云》寄予了厚望。

另一篇文章，《科学幻想──宇宙启示录》也很值得一提。该文中写道，
“科幻象一位未卜先知的女神，激励人类勇往之前，同时也警告人类不要误入歧
途”34）。可见，该文指出了科幻文学特有的优势，即通过未来，反观现在。这与
总第 6期的《科幻是新时代的需要》提到的科幻对人类社会的功用性一脉相承。

4．1993年总第 9期
如前文所述，这期首次出现了铅笔绘的黑白封面，其作者为席恒青。该期

内容如下。

“本期作者与作品”
《致全体会员》
《“科幻迷”断想（随感录之二）》（吴岩）
《我所了解的〈幻象〉杂志》（程嘉梓）
“科幻小说”专栏

《幻想变卖记》（孔斌）
《心愿》（刘丽芳）

“交换书目”专栏
──────────────────────────────────────────
３１）该文篇幅较为短小，标注为“趣味科幻”。
３２）吴岩：《“科幻迷”断想（随感录）》，《星云》1993年 8月 10日，第 2页。
３３）同上。
３４）孔斌：《科学幻想──宇宙启示录》，《星云》1993年 8月 10日，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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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论坛”专栏
《用故事和行动解释一切》（星河）

“神奇的幻想”专栏
《战败的祖先》（黄文华）

“书讯”专栏
“科幻消息”专栏

该期中的《用故事和行动解释一切》来自大家所熟悉的科幻作家星河
（1967-）。星河通过该文指出，中国的科幻“作品首先为读者所接受，才能更进
一步地在文学殿堂中寻找自己的位置”35）。可见，星河的这篇文章对总第 6期的
《要有中国特色》形成了一个延续。两篇文章均提出了中国科幻发展的关健，就
是作品为读者所接受。星河还写出了在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 运动中艰难
生存下来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的编辑们所信奉的原则，“只有先生存，才能
求发展”36），明确表明了中国科幻之后的发展道路，必须是以读者的喜好为重，
而不能以作者自身的创作喜好为重。

这一观点，对之后同为《星云》会员的刘慈欣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刘慈欣在《筑起我们的金字塔──由银河奖想到的》37）（2000）一文中提到了自
己对创作的调整。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刘慈欣放弃了如《宇宙坍缩》38）

（1999）、《微观尽头》39）（1999）之类的因过于强调技术内核，而忽视了对人性的
展现的创作方式，转而将一部分的重点慢慢放置在了作品中的文学性方面40）。从
刘慈欣之后创作的作品来看，作品中对人性的关注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事实
证明，刘慈欣对创作方式的调整十分成功，让中国科幻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而这份功劳与《星云》不无关系。

5．1994年总第 10期
这期《星云》不仅有了封面，还有了封底和目录，《星云》在渐渐向正规杂

志靠拢。该期内容如下。

专稿
《让协会插上幻想的翅膀》（程嘉梓）

“科幻论文”专栏
《1992科幻出版概览》（海君）41）

──────────────────────────────────────────
３５）星河：《用故事和行动解释一切》，《星云》总第 9期，1993年，第 5页。
３６）同上。
３７）刘慈欣：《筑起我们的金字塔──由银河奖想到的》，《星云》2002年第 2期总第 29期。
３８）刘慈欣：《宇宙坍缩》，《科幻世界》1999年第 7期。
３９）刘慈欣：《微观尽头》，《科幻世界》1999年第 6期。
４０）同上，第 8-9页。
４１）据 CSFDB 中国科幻数据库显示，“海君”应为姚海军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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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足够你爱》（星河）
《科幻小说中的心灵科学》（任毅刚）
《美国〈奇谈〉》（孔斌）

“创作园地”
《上帝的程序》（毛飞）
《归》（海君）

“科幻动态”专栏
“书讯”专栏
“服务窗”专栏
“协会之声”专栏

该期中的《1992科幻出版概览》对 1992年中国科幻的出版概况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梳理，并指出“92科幻出版，成绩是显著的”42）。可见，在 90年代初，
中国科幻已经慢慢走出了 80年代中后期的低谷。

另外，在该期的“协会之声”一栏中，明确提出要让《星云》尽快走向正
轨。“为使会刊《星云》尽早走向成熟。协会决定从第十期开始改善《星云》的
印刷方法，增设封面、封底，并且把文章重点倾向于科幻评论与研究。期望通
过大家的努力填补国内科幻评论之‘空白’”43）。可见，《星云》于 1994年提出了
对文章重心转向科幻评论与研究的调整，这为其后成为中国科幻文学理论刊物
埋下了伏笔。

6．1994年总第 11期
从这期开始，《星云》的版面越来越正式。其内容如下。

专稿
《雪夜观‘恐龙’》（叶永烈）

“科幻论坛”专栏
《从〈侏罗纪公园〉看国产科幻影视的出路》（星河）
《一本新颖别致的专题 SF 小说集──〈国外数学科幻故事精选〉序》
（孙维梓）
《民族化──中国科幻之出路》（金熔）
《杨鹏谈科幻》（杨鹏）
《替代上帝──SF 中的人造人》（侯振宇）
《在科幻中展现民族特色》（刘丽芳）
《两种风格──倪匡 SF 与欧美 SF 之比较》（毛飞）

“科幻动态”专栏

──────────────────────────────────────────
４２）海君：《1992科幻出版概览》，《星云》总第 10期，1994年 3月 25日，第 4页。
４３）《协会之声》，《星云》总第 10期，1994年 3月 25日，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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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窗口”
《美国科幻图书馆俱乐部简介》（孔斌）

“协会之声”专栏
“科幻书讯”专栏
“飞鸿往来”专栏
“服务窗”专栏

这期中提到了当时全球热映的电影《侏罗纪公园》，《从〈侏罗纪公园〉看
国产科幻影视的出路》一文中，明确指出了科幻作品应与影视产业相结合，这
样才能让中国科幻文学作品能够长久不衰地发展下去44）。在电影《流浪地球》

（2019）问世以来，中国开始反复公开强调发展科幻影视产业的重要性，可见星
河的这篇《从〈侏罗纪公园〉看国产科幻影视的出路》，极具前瞻性。

另外，《民族化──中国科幻之出路》和《在科幻中展现民族特色》也就科
幻文学作品应凸显中国民族特殊这一创作理念，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一致认为，
要让中国科幻能够屹立于世界科幻之林，具有中国特殊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篇
文章，无疑也为其后的中国科幻创作，指明了方向。

7．1994年总第 12期
该期目录如下。

“科幻论坛”专栏
《神女生涯原是梦》（星河）
《长生不老》（侯振宇）
《上帝死了》（星河）
《也谈中国科幻的出路》（陈啸松）
《科幻杂感》（李松茂）

“创作园地”专栏
《短暂的自由》（赵如汉）

“科幻动态”专栏
“书迷世界”专栏

《盼书记》（马大勇）
“科幻书讯”专栏
“协会之声”
“海外窗口”

《新加坡的科幻协会》（孔斌）
《〈超立方体〉杂志简介》（孔斌）

──────────────────────────────────────────
４４）星河：《从〈侏罗纪公园〉看国产科幻影视的出路》，《星云》总第 11期，1994年 6月

5日，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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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鸿往里”专栏
“服务窗”专栏
“科幻画栏”专栏

这期中关于科幻的评论文有 5篇。可见在总第 10期中强调之后应以科幻评
论为重，这一方针得到了落实。并且，该期也谈到了中国科幻的出路，作者陈
啸松还具体指出了优秀的科幻作品应具备的 4个条件。可见，当时的《星云》
正在稳步向科幻理论型杂志发展，力争填补中国科幻评论的空白。

IV．小结

本文主要梳理了 1991年总第 6期至 1994年总第 12期，共 7册的《星云》
期刊。发现自 1994年起《星云》逐步走向正轨。无论是封面、印刷方式，还是
内容，都越来越趋于成熟。在 1994年总第 10期还明确指出了其后的发展方向
为科幻评论与研究，致力于填补国内科幻评论的空白。纵观这 7册期刊，会发
现《星云》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科幻在其后的出路，无论是创作应迎合读者的喜
好，还是应加入中国民族特色的观点，都无疑对中国科幻的发展给予了深切的
关注，指明了发展方向。

另外，结合其会员之一刘慈欣的成功，不得不承认《星云》为中国科幻走
向世界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科幻爱好者刊物《星云》，不仅仅是科幻爱好者
信息传递的平台，更是中国科幻得以走向世界的跳板。《星云》，是一个应该被
中国科幻史牢记的里程碑。

致谢：非常感谢三丰老师和久隆计划为本文提供宝贵资料与热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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