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开源技术选型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开源技术选型手册>>

13位ISBN编号：9787121068034

10位ISBN编号：7121068036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开源技术选型手册委会

页数：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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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源技术选型手册>>

内容概要

　　包括的领域有开发平台、Web框架、应用服务器、数据库、版本控制、项目管理、富客户端、面
向服务架构、工作流等。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选择，那将会是什么样子？
不可想象。
如果这个世界选择太多，那将是什么样子？
不可想象。
相信很多朋友置身于开源技术领域时，都会遇到选择的困扰。
经过多年的发展，开源技术越来越成熟，一个稍有经验的开发人员经过学习都能用开源的产品和技术
构建出一套可用的系统。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可用的系统，而是希望这个系统开发更简易，性能更高，扩
展性更好等。
那么在这个时候，专家的经验就变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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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闲话开源社区篇　　对于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员，尤其是对Java或动态语言相关领域的人来说
，“开源”也许是他们最喜爱的单词。
每天，当他们坐在电脑前开始编程时，从所使用的Linux操作系统，到Eclipse集成开发环境，到编程所
用的Java或Ruby、Python语言，“开源”烙印在每件工具身上。
如果按照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待件事情“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那么我想很多开发人员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不合格的，而这也是本文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开源的历史、开源运动中相关的一些重量级人物，以及国内外的重要开源社区等方面展开
讨论，对“开源”做简要分析。
本文标题之所以加了“闲话”二字，初衷是因为开源话题庞杂，非几本专著所能阐述清楚，更不用说
一篇小文了。
本文很多地方都是点到为止，要深入了解相关信息的读者请借助Google和文末的参考资料、网站等自
行挖掘。
　　开源软件诞生小史　　要谈开源，首先需要了解开源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在软件产业高速发展的背后，知识产权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也就是有着它的保护，软件领域很快涌现出了像微软、IBM、Oracle、BEA等一大批知名软件公司，分
析这些公司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对其旗下的核心产品都有着占有权，也就是它们所生产的软件
的源代码对外界来说是严格保密的，其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带给用户便利的同时也送来了诸多不便。
举个例子来说，在使用这些代码非开源的软件时如果遇到问题，客户是没有办法通过自行检测代码来
解决的，他们只能求助于产品提供商，而这一过程可能就会给客户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另外我们也不难看出，对源代码的保密还带来了大量重复的劳动，阻碍了创新的脚步。
　　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种非开源的软件通常被我们称为“商业软件”。
随着人们对软件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商业软件的垄断也引起了很多软件用户和计算机专家的不满。
麻省理工学院在1984年率先发起了自由软件运动，而且成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
其代表人物是Richard Stallman，他在《为什么软件不应有所有者?》一文中提到，“一个软件并不是单
纯的工具，一旦软件的编写者将其传播出去，就不单单是在提供‘工具’，而是在传播‘思想’”，
同日寸，他也对现有的版权体系进行了批判。
事情还不仅仅如此，Stallman还试图创造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知识产权模式，避免垄断，加强软件技术交
流与合作的软件开发模式。
这种模式要求软件开发者开放源代码，允许任何使用者阅读源代码并可以进行修改，同时也不需要向
软件开发者支付使用费。
Stallman还表示用户之间批次拷贝软件不但不是盗版，还体现了人类天性的互助美德。
对Stallman而言，自由是根本。
　　从用户角度来看，自由软件好处多多，但对于开发者或生产厂商而言，这不啻是一个噩耗。
因为很多人会将自由软件理解成“免费”，针对这种情况，自由软件基金会在版权声明中明确强调“
当提到自由软件时，我们指的是自由而不是价格⋯⋯”。
尽管如此，商业公司还是将这种模式视为一种威胁，有可能会导致他们无利可图。
为了解除这种威胁，Stallman创造了GNU通用公共许可证，即GPL。
GPL的基本意思是你可以任意拷贝和散发根据GPL许可授权的软件，并且你不能阻止他人也做同样的
事情。
另外，GPL还要求从GPL作品衍生出来的作品也必须同样遵循此条款的约束。
由此可见，自由软件显然是违背商业信条的，这也导致了人们对自由软件越来越敬而远之。
　　在这个背景之下，1997年春天中的一天，自由软件社团中的一部分人，如Eric S.Raymond（《大教
堂与集市》一文作者）等决定寻找另外一种可以赢得更多人认同的新模式，这也是今天和我们的开发
生涯息息相关的开源软件。
与GPL相比，开源软件的定义允许更大的授权自由，特别是当软件中混合了商业软件和开源软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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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软件被允许在这些软件基础上做更自由的创作。
　　开源软件定义　　下面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关于开源软件的定义，官方的定义版本写得很全面，
这里我们仅仅挑选一些重要的条款来解释。
开源软件需要遵循的首要标准就是要能够“自由地重新发行”，被认证为开源软件的产品不能限制任
何参与者销售，也不能限制将该软件作为其他集合软件的一部分发行，也不能要求使用该开源软件的
人支付版税或其他费用。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开源软件较自由软件的概念更为自由。
　　对于开源软件中“源代码”的定义，是指在提供软件的同时也要提供程序源代码，也必须允许其
他人对代码进行编辑或修改。
如果发行软件时没有附带源代码，那么源代码必须能够很容易且低成本地获得，比如可以从网络上免
费下载等。
为了便于程序员阅读源代码，它们必须要以比较友好的格式下载，以便容易地编辑。
那些故意写得很模糊的源代码是不被允许的。
从上面这一点来看，“开源”更大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文化上的分享。
　　其他限制条款，还包括开源软件必须允许修改和衍生作品，并且必须允许他们在原软件的许可证
下进行发行。
而且开源软件也不能限制任何人将程序使用于任何目的，包括不能限制程序用于商业用途等。
也许正是这一点，让包括IBM、BEA、Oracle，甚至连微软在内的公司开始染指开源软件领域的原因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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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开源技术选型手册》特别邀请了多位国内技术社区的专家，请他们结合自己多年的开发经验，对当
前开源技术领域流行的技术或者产品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中高级技术人员在工作中做技术选型时参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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