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领域驱动设计与模式实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领域驱动设计与模式实战>>

13位ISBN编号：9787115212771

10位ISBN编号：7115212775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者：[瑞典] Jimmy Nilsson 著

页数：354

译者：赵俐 马燕新 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领域驱动设计与模式实战>>

前言

构建企业应用程序并非易事。
尽管我们拥有大量工具和框架来简化这项任务，但仍然需要弄清楚如何更好地使用这些工具。
大量方法可供我们选用，但关键是要知道在特定情况下应使用哪种方法，因为一种方法很难适用于所
有情况。
在过去几年中，有一个社区逐渐成长起来，人们不断寻找用于设计企业应用的方法，并以模式的形式
将它们记录下来（我整理了一份概述，在http：//martinfowler.com／articles／enterprisePattems.html站点
上）。
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们（例如我）试图找到公共方法，并描述如何更好地使用它们，以及它们何时适用
。
最后的结果过于宽泛，会导致为读者提供了过多的选择。
当我开始创作Patterns Df Enterprise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企业应用架构模式》，Addison.’Wesley
公司2002出版）时，我曾在微软技术方面寻找过这种类型的设计建议。
几经努力之后几乎一无所获，只找到了一本讨论此领域的书，就是Jimmy的前一本书。
我喜欢他平易近人的写作风格，也喜欢他深入挖掘易被他人忽略的概念的热情。
因此，Jimmy决定从我和企业模式社区中的其他人借鉴一些思想，并向读者展示在编写.NET应用程序
时如何应用这些思想，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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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领域驱动设计与模式实战》全面详细地解释了领域驱动设计、测试驱动开发、依赖注入、持久
化、重构、模式等很多基本概念，并以C#和.NET实例为依托，展示了这些概念的实际应用和重要价值
。
更重要的是，《领域驱动设计与模式实战》还将这些概念整合到一起，为开发人员从头至尾地揭示了
完整的开发路线。
阅读《领域驱动设计与模式实战》后，读者将能真正掌握这些重要概念，并有效地将它们结合起来，
应用到实际开发过程中。
　　《领域驱动设计与模式实战》适合软件架构师和开发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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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瑞典)尼尔森(Jimmy Nilsson) 译者：赵俐 马燕新 等Jimmy Nilsson，资深软件架构师，有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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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　背景知识第1章　应重视的价值，也是对过去几年的沉重反思本章的目的是布置场
景。
本章将回顾过去几年中我如何思考不同概念，以及我的思想是如何随时间改变的。
我们将围绕很多话题讨论并涵盖大量基础知识，但总体思想是讨论在架构和开发过程方面应该重视的
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介绍并讨论很多概念，本书后面将对这些概念进行深入讨论。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1.1 总体价值过去，我很擅长提前计划。
我经常前瞻性地为项目添加功能、结构和机制。
所添加的工件本身是非常好的，但我总是忘记它们从未发挥任何好的作用。
当然，我也为项目增加了不少负担。
成本是相当高的，包括开发时间和增加的复杂性。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被鼓励使用另一种方法：“做可能管用的最简单的事。
”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思想来源于极限编程（ Extreme Programmin9，XP）运动[Beck xP]。
另一种非常类似的说法是“你将不需要它”（ YouAren’tGoingtoNeedIt，YAGNI），这是帮助人们保
持循规蹈矩的一种好方法。
我猜想“保持简单，傻瓜”（ Keep It Simple Stupid，KISS）也应属于此类。
这两种方法（ 预先添加所有能想到的与做最简单的事）是两个极端，但我认为它们都忽略了某些事情
，即没有考虑到折中。
正如所有关于“这个最好，还是那个最好”的问题一样，答案是“它取决于什么条件”。
这是一个有关折中的问题。
我倾向于选择这二者中间某个位置的方法，并根据情况选择向哪个方向偏移。
“lagom”这个词是一个瑞典语单词，它表示“刚刚好”或“不多也不少”这样的意思。
Lagom或“保持平衡”连同上下文敏感性就是我认为应该重视的总体价值，还有就是持续学习。
让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些更具体的价值领域（ 架构和过程组成），我们从架构开始，以便将我们引入
正确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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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将测试驱动设计、对象-关系映射和领域驱动设计等方法应用于.NET项目⋯
⋯书中介绍的技术在很多开发人员看来是未来软件开发的关键⋯⋯随着技术越来越强大，复杂度越来
越高，理解如何更好地使用技术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本书在推进这种理解方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　　——Martin Fowler，ThoughtWorks公司首席科学家，《重构》与《企业应用架构模式》作者“
学习领域驱动设计的最好方法是坐在一位友好、耐心且经验丰富的从业者身边，一步一步地共同研究
问题。
阅读本书正是这种体验。
”　　——Eric Evans，领域驱动设计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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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域驱动设计与模式实战》：.NET开发人员必读之作，带领读者踏上领域驱动设计世界的实用、博
学之旅。
《企业应用架构模式》与《领域驱动设计》两大名著精髓的实战演练。
不仅足够详细地解释了基本思想，而且将一系列思想综合到一起，帮助开发人员从头到位了解整个路
线。
教你穿越业务层、数据层和UI层之间重重障碍，打通任督二脉。
Martin Fowler和Eric Evans两位大师联袂推荐。
模式、领域驱动设计和测试驱动开发赋予架构师和开发人员前所未有的能力。
使他们能够创建功能强大、健壮且可维护的系统。
但是，如何在实际项目中充分发挥这些利器的潜力呢？
《领域驱动设计与模式实战》中，作者将Martin Fowler《企业应用架构模式》和Eric Evans《领域驱动
设计》两部经典名著中的思想精髓以及重构、测试驱动开发等技术融会贯通，并通过大量C#实例加以
阐释，跨越了领域模型、数据库与UI层之间的障碍。
真实展示了创建高质量的企业级应用架构的全部过程。
《领域驱动设计与模式实战》就像是精彩纷呈的旅行见闻，每一处的所思所想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生动诠释了作者对面向对象开发中各种设计选择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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