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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获邀担纲《Java消息服务（第2版）》的翻译，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10年前。
当时，不仅是初出茅庐的我，甚至很多资深的同行，都在为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而头疼不已：一
方面，数据集成和系统整合的需求非常强烈；另一方面，信息交换的技术实现不仅难度很大，而且实
现方式也因各有利弊而难于选择。
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我们究竟何去何从？
这在“雾里看花”的当年，真不啻于一场赌博。
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其中较为常用的CORBA、DCOM、RMI等远程过程调用（RPC）中间件
技术，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它们在健壮性、性能和可伸缩性方面的表现很难让人满意。
　　期间，从我一位留美的同学处，偶然获悉了Java消息服务（JMS）机制，令我闻之一震——它很好
地解决了让我困惑良久的在不同系统间进行数据和功能共享的问题。
我不仅自己如获至宝，还因为职业的关系，在我的领地——三尺讲台上竭力传播这一思路。
　　简而言之，JMS是1999年由 Sun Microsystems领衔开发的一种访问消息系统的方法，也就是供Java
程序员使用的面向消息的中间件（MOM）。
这种基于消息传送的异步处理模型，具有非阻塞的调用特性。
发送者将消息发送给消息服务器，服务器会在合适的时候再将消息转发给接收者；发送和接收采用异
步方式，这就意味着发送者无须等待，发送者和接收者的生命周期也无需相同，而且发送者还可以将
消息传给多个接收者。
如此一来，这种异步处理方式就大大提升了应用程序的健壮性、性能和可伸缩性，使数据集成和系统
整合工作变得易如反掌，特别是在分布式应用上让同步处理方式望尘莫及。
Java消息服务作为一个与具体平台无关的API，已经得到绝大多数MOM提供商的支持。
　　本书深入浅出地讲解了JMS规范的底层技术、Java类和接口、编程模型及其不同实现。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当年我学习Java消息服务的启蒙教材，正是O’Reilly在2000年出版的本书第1版。
所以看到第2版，真是一见如故。
较之9年前的第1版，除了著名的Richard Monson-Haefel和David A.Chappell之外，又有消息传送机制、
面向服务体系结构和事务管理领域的公认权威Mark Richards来担纲第一作者。
我在仔细研读之后发现，本版继承了初版的优点，但在内容及结构方面有了很大变化，某些地方甚至
可以说是“质”变，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初版两年后（即2002年3月）发布了JMS 1.1，统一了消
息域。
新版必须为适用JMS 1.1而修订；其二，经过10年的发展，Java平台和消息传送机制日臻完善，消息驱
动bean、Spring消息框架、事件驱动体系结构（EDA）、面向服务体系结构（SOA）、RESTful JMS接
口，以及企业服务总线（ESB）等新的消息传送技术也层出不穷。
这些亮点不仅是第2版的精华所在，它们本身也代表了Java消息服务技术的发展方向。
　　当然，任何一项技术都是有利有弊的，也都会经历发展、鼎盛直至消亡的生命旅程，Java消息服
务也不例外。
无须讳言，近些年来在异构系统集成领域，Java消息服务就遭到了Web服务的强力挑战。
不过，在Web服务解决可靠性等问题之前，Java消息服务仍然是异构系统集成的不二之选。
我相信，如果您读完了本书，并切实领会了JMS的精髓和要义之后，会十分认同这个观点。
　　翻译一本书，弄不好就会是“出力不讨好的苦差”，因为无论是技术本身、原著水平、读者领悟
力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板子通常都会打在翻译者身上。
当然就本书而言，JMS技术本身、原著的水平和读者的领悟力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既然我愿意做这样的知识传播者，那就要勇于承担所有的责任。
套用我所敬仰的一位长者之言：我只希望在我翻译完以后，全体读者能说一句，他是一个负责的译者
，不是敷衍了事的译者，我就很满意了。
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闫怀志某些地方译得还不错，我就谢天谢地了。
　　本书翻译期间得到了电子工业出版社博文视点公司徐定翔、白爱萍、杨绣国、陈元玉、许莹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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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热心帮助。
书中绝大部分术语采用了Sun公司的标准译法，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感谢家人的支持，否则完成这样一项工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较紧，虽已尽力避免错误，难免仍有疏漏，恳请广大读者将意见和建议
发至：bityhz001@sina.com，不胜感激。
　　闫怀志　　2009年秋于北京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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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Java消息服务（第2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JMS1.1规范的底层技术、Java类和接口、编程模型
及其不同实现等Java消息服务（JMS）和消息传送机制关键技术。
通过对支持点对点和发布/订阅“消息传送”的标准API的完全解读以及具体实例，介绍了如何利用“
厂商无关”的JMS来解决许多体系结构的面临的挑战，比如异构系统和应用程序集成、提高可伸缩性
、降低系统瓶颈、支持并发处理，以及提升灵活性和敏捷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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