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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期96页。
主编：陈日岷。
主办：海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出版：《科学时代》杂志社。
潮流动画，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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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虽然以前只能零星地买过几期，但都非常喜欢。相比较《电软》来说，《电电》少了好多商业气
息，而更多的是一种游戏文化的深入探讨，记得以前有个栏目叫《纵横四海》，里边主要是一些与游
戏有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文章，特别喜欢阅读。
2、今日，偶在一群遇到传说中的jedi，惊讶之余，不免也感叹岁月的流逝。豆瓣上的《电电》，竟然
没什么人来看，想当初，那基本算的上是中国动漫的启蒙性教材啊。遂在网上寻找关于jedi 关于绯雨
，关于电电关于梦幻总动员的消息。然物是人非。以下是网上某人写的关于它和他们的一些历程。聊
以慰寂路过这里，并怀念电电，或者电软，或者梦幻，或者新干线到我们。———————————
———————××××××××××××98年底的时候，《电软》打出广告：一本综合动画、漫画
、游戏内容的增刊《magic地带》正在策划准备中！而主持编写这本书的人，是编辑sp，与当年“三栖
人”栏目的作者akira！这消息一放出，立刻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akira在96年king建立《电
电》后，出于和king的交情一直在为《电电》撰稿，而在《电软》便极少发表作品，对《电软》的老
读者来说，实在是一件憾事，而远去的“三栖人”栏目，更是令无数人怀念。  所以，听到akira主持的
动漫专辑将要面世，无疑是会让读者们热切期待的。  　　这时的《电电》，人事方面又有了一些变
动：默文（卢斌）和驰骋（黄漩）先后来到编辑部就职；fox离开了编辑团队，去经营自己的公司
；king也将主要精力投注在自己的酒吧和俱乐部上面，在杂志这边参与的工作变少，日常事务基本
由blue来主持。blue闻得《电软》要出版《magic地带》，当即与股东商量决定，《电电》也要同时推
出自己的动漫综合专辑！  　　blue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没来由地盲目跟风争夺市场，而是因为此时的
《电电》编辑和作者群，做动漫题材的读物确实拥有不亚于akira和sp的实力。虽然雪鹰这次作为作者
站在了akira一边，但《电电》这里的编辑中，绯雨和驰骋都对动漫有着很丰富的见识和深刻的了解，
而作者当中也有桑桑、小孔、鸿鹄等在动漫圈很著名的人物。如果市场被对手抢先占领，而令这边的
人没有能够充分发挥的机会，那是非常遗憾的。因此，做出决定之后，《电电》的《梦幻总动员》增
刊便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了。  　　事实证明blue的决定是正确的，1999年3月《magic地带》气势如鸿
地推出时，《梦幻总动员》也几乎在同时上市，虽然《梦幻》这种明显对抗的做法遭到了一些非议，
但有价值的内容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好评。两本书的销售成绩均获得了理想的效果。而可惜的是
，完成了精彩绝伦的《magic地带》之后， akira便不再继续做书，之后《电软》推出的续集《三栖人
》完全原封照搬海外的杂志内容，虽然也算是 有看头，但生命力就远没有《magic地带》那么强劲了
。  　　《电电》方面对这一项目的处理方式则完全不同，在《梦幻总动员》大获成功后，步调丝毫
没有变慢，半年内一鼓作气地推出了《梦幻总动员》的2和3，再之后更实现了《梦幻总动员》的期刊
化。后来在国内动漫资讯杂志圈里名头响当当的编辑和撰稿人们当中，以绯雨和驰骋为首，鸿鹄
、3000、jedi、落落等  许多人，都是先后在《梦幻》工作并成长起来的。  回到主刊物的较量，《电软
》在99年之后展开了全面攻势，带着莱因、彩火、七支剑等新编辑到位的热气，《游戏批评》和《菜
鸟通》两本新刊同时登场，《批评》主要走业内评论路线，内容相对专业，《菜鸟通》则如其标题，
以电玩入门知识为主。外界普遍的评论是《批评》很优秀而《菜鸟通》明显功利主义，但《电软》靠
着这两本新书一本得名一本得利，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反观这个阶段的《电电》，却并没有大
的什么新动作，只是人事方面默文离开编辑部，加盟另一本新生电玩刊物《新游戏同志》；以及稍后
增加了以laser（李灼）为首的新编辑mars、星辰等人，出版的增刊也仍是《广场》和《指南》两个系
列。不过，杂志本身的品质一直保持在不错的程度，加上与《电电》和《梦幻》连动的网站newtype的
建立，并有carl（王剑涛）和星儿等人组成的网络部进行主持与维护，  一时也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繁荣
景象。  　　此时已是2000年初，在《电软》和《电电》的对峙中，偶有如《新游戏同志》的同类杂志
出现，基本也都是在北方办起来的，能在市场上分一杯羹，但始终作为不大，《电软》和《电电》亦
都没有太把那些 对手放在心上。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从中国南方赫然杀出一匹黑马，震惊了整
个电视游戏杂志圈， 这就是《游戏机实用技术》。  　　在之前的竞争中，《电软》和《电电》都采
取过增加页码，提高纸张质量、增加彩色印刷等策略，但 考虑到成本问题，每次提高得都比较有限。
然而《游戏机》有头脑明晰的股东，在创刊伊始，便不惜成本 地使用比前两者都要优秀的纸张和都要
多的彩页，他们的攻略作者也都充满着可以和《电软》、《电电》创业之初的龙哥等人相比的热情与
活力——真正用了心、投注了感情而写出来的东西，是可以让读者感受 到非同一般的吸引力和共鸣的
——这句话确实一点不假。《游戏机》杂志天时地利人和兼备，短短几个月时间便让其北方的对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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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强大的压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2000年中，龙哥进入前导时代一位好友的游戏公司就职，
告别了为之效力了将近七年的电软，尽管“  龙哥热线”这个栏目名在那之后一段时间仍然沿用，但
却已物是人非。次年，sp离职，与软体动物一起组建公司，同时合作办起玩具模型杂志《玩具新时代
》。至此，初代《电软》编辑除主编外全部离任。如果说《电软》的人员更替还算是新老交接的正常
规律的话，《电电》方面的人事变动，则可以说是江河 日下走向萧条的写照。从99年末，king从《电
电》阵容中淡出，以及驰骋与鸿鹄离开《电电》系统的编辑和作者群，自立门户办起动漫杂志《新干
线》开始，2000年春天，绯雨留学加拿大深造，夏天网络部撤消，carl离开，秋天时et、mars离职，次
年更发生了以dragon、laser为首的电玩资讯部全体叛离，前往南方《电脑商情报》集团创建新杂志《
游戏日》的事件⋯⋯  　　这一系列的状况发生的直接原因都可以归结在一个人身上，这便是前文提
到king最初组建《电电》时的那位书商股东，在《电电》最初的四年间，他并没有对编辑部的管理和
杂志的运作方向做什么干预，作为股东和编辑们相安无事，一切都还算好。但到了后来，小商人眼光
的局限性开始作祟，他开始对编辑日常工作和杂志经营比手划脚，甚至对每个编辑的私人事务也开始
横加干涉，给作者的稿费发不出和编辑工资拖欠成了家常便饭⋯⋯尽管有blue作为总经理，在这样的
股东和编辑中间缓冲协调，终究也如同杯水车薪般无济于事。到了后期，积怨之深的程度，从几乎每
一位从《电电》系统离开的编辑都无不大骂“小农意识”这一点便可明证。  　　大厦将倾，一木难
扶，失去了人才和活力的《电电》与《梦幻》，业绩不断下滑。勉力支持到2003年春天，终于blue也
被迫离开了杂志社，而直到这时，大股东犹自抱怨“是blue的方针错误，才会留不住读者，也留不住
编辑”，他全面招聘了一批新人编辑，希望这样可以再创造一次辉煌⋯⋯  　　无论如何，《电电》
的时代结束了，king和blue创造的传说完结了。  　　而如今的《电软》，却在激烈的竞争中显示了其
终究是龙头老大的实力。刘文雨主编瞄准来自南方的对手，不动声色地展开了布置⋯⋯  　　2002年初
，特工黄回到了北京《电软》杂志社，主持开办《电玩新势力》电玩主题光碟杂志。实际上比起《电
电》由angel负责制作的光盘专辑《电子游戏一点通》系列，与《游戏机》杂志附赠的光碟，《 电软》
在这上面动手是最晚的，但特工黄充满自信，并且确实地做到了后来居上。  　　2002年末，akira回到
了北京《电软》杂志社，主持开办《动感新势力》动漫主题光碟杂志。  　　2003年，《游戏机实用技
术》与《电子游戏软件》展开激烈的战争。从1月号起《实用技术》降价并继续附送光盘、《电软》
降价增加页码并附送《电玩新势力》⋯⋯  　　历史，仍然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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