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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领域驱动设计》

内容概要

领域驱动设计（DDD）是教我们如何做好软件的，同时也是教我们如何更好地使用面向对象技术的。
它为我们提供了设计软件的全新视角，同时也给开发者留下了一大难题：如何将领域驱动设计付诸实
践？Vaughn Vernon 的这本《实现领域驱动设计》为我们给出了全面的解答。
《实现领域驱动设计》分别从战略和战术层面详尽地讨论了如何实现DDD，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最佳实
践、设计准则和对一些问题的折中性讨论。《实现领域驱动设计》共分为14 章，在DDD 战略部分，
《实现领域驱动设计》向我们讲解了领域、限界上下文、上下文映射图和架构等内容，战术部分包括
实体、值对象、领域服务、领域事件、聚合和资源库等内容。一个虚构的案例研究贯穿全书，这对于
实例讲解DDD 实现来说非常有用。
《实现领域驱动设计》在DDD 的思想和实现之间建立起了一座桥梁，架构师和程序员均可阅读，同
时也可以作为一本DDD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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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Vaughn Vernon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软件工匠，在软件设计、开发和架构方面拥有超过25年的从业
经验。他提倡通过创新来简化软件的设计和实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便开始使用面向对象语言
进行编程；在 20世纪 90年代早期，他便在领域建模中应用了领域驱动设计，那时他使用的是Smalltalk
语言。他在很多业务领域都有从业经验，包括航空、环境、地理、保险、医学和电信等领域。同时
，Vaughn在技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包括开发可重用的框架和类库等。他在全球范围之内提供软
件咨询和演讲，此外，他还在许多国家教授《实现领域驱动设计》的课程。你可以通
过www.VaughnVernon.co访问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的Twitter：@VaughnVer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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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太完美了，领域驱动和事件驱动的完美结合，很好的解决了有界上下文之间数据通讯的问题。
2、看了DDD, 再看这本IDDD, 结合示例代码理解,很多概念更明确了.    如果没有WEB开发经验, 这书可
能会读起来难理解些.  
3、读后感：前3章可以略过（免于纸上谈兵），从第4章开始读。最有价值的方面是其中讲到了很多设
计与技术实现细节，在实际项目中大都遇到过。关于书中讲到“事件驱动架构（异步-消息机制）”，
理论大于实际，忽略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分布式事务管理。就个人目前的项目经验与理解
，MQ消息机制更适合作为不同应用间的集成技术。
4、DDD讲得还是不错的。找机会试着练练手。
5、DDD实战。所在团队实践跟此差别过大吧，感觉不是很好。
6、指导意义有，想读下去好难
7、增加了一小部分的理解
8、看了一些，说得太好了。以前也看了领域驱动设计：软件核心复杂性应对之道，可惜还是不知道
怎么下手，看了一些项目示例，可能封装得太深了，没理清头绪，又找了其他面向对象设计的书看了
也很朦胧。看了这本感觉豁然开朗。
9、一本DDD的实现示例，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参考，很多抽象的问题都举了具体和现实的例子，很有
指导意义
10、DDD的绝对力作，教你如何让DDD落地！
11、后续再读几遍。这本书一直未能消化彻底
12、技术公司的老板们也应该读一读，如果读不懂，建议把公司关了，因为这是迟早的结果。
13、对OO的领悟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始使用面向对象
二、开始使用设计模式
三、开始使用领域设计
14、覆盖面还是可以，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设计（比设计模式中的设计更抽象）方法论，但比起基
于UML的那套面向对象方法论并没有太多亮点，对于企业和互联网后端开发都适合，在这个云端的时
代稍微话题显得有点过时，不过还是值得一看的
15、理论性较强，需要在项目中多多锤炼。
16、受益匪浅
17、内容都是糊在一起的，条理不够清楚
18、又把这本书重新读了一遍。一年后经过实践，培训，再读这本书，虽然还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但DDD的概念已经逐渐清晰。特别是这次把书中的源代码下下来一起阅读，能完整受到到作者的设计
意图，比书中只贴出一个代码片段要好很多。DDD分为战术和战略设计两部分。战术设计比较具体，
也好把握。战略设计就相对抽象，对设计和架构的要求就高一些。不管怎么说，实战为王，多参与项
目的领域建模，才能真正让DDD在项目中落地。
19、真的不怎么样，没有人会按照这个按部就班的实施领域驱动设计吧，也许是我期望太高了。
20、虽然还是不太明白领域驱动设计，但是对一些零散的概念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希望通过重读、实
践、阅读其他书籍能够帮我体会其中的奥秘。
21、名为Implementing，感觉离落地太远，也可能自己境界不够，关于架构的讨论比较好看。
22、2015-08-24  专注业务架构而不是语言之争。
23、有些事情很难实现，会不会太纸上谈兵？
24、看完后最大的收获是教会我思考怎么去做抽象。干货非常多的一本书，设计层面和实际编码层面
都非常详细。
25、阅后感觉对DDD各方面理论理解得更加明确了，但是例子确实不够详细，有些地方翻译的比较晦
涩
26、粗读了第一遍，了解了很多新概念
27、对软件开发中常见的情景进行了很好的抽象，归类。 虽然有些地方说得不够透彻，有些地方的说
服力不够，还有些地方甚至误导严重（比如利用消息集成限界上下文时，通过事件发生时间来解决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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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问题的方案，如果消费端部署在多个节点，这个方案就是有问题的，或者很不完备，而这在目前互
联网应用中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但本书对如何应用DDD，如何站在更高的层次进行设计，如何权
衡设计，进行了清晰的说明，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原则。 一直在想老外为什么这么善于抽象、
创造新名词，进而建立一套体系/思想/方法
28、浙江省图书馆
29、挺好的一本书，你关注的要点都要，多读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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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Eric Evans那本《实现领域驱动设计(DDD)》固然前无古人，但也向我们程序员抛出了一大问题，
即如何将DDD付诸实践。十年之后的今天，Vaughn Vernon的这本《实现领域驱动设计》为我们给出
了答案。最喜欢的是本书中有关实体(Entity)和资源库(Repository)的讲解，它告诉我们实体所拥有的本
质特征，以及实体与值对象(Value Object)的区别。而在读完“第12章 资源库”后，我才发现，自己之
前的实现方式都是错的。
2、将Evans的DDD和j当时现有技术结合落地，是初学者非常棒的DDD入门参考。该书提出的两个聚
合引用对方ID的想法比较创新，如果再引入领域事件就更好了，结合 CQRS EventSourcing和 Reactive会
更加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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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实现领域驱动设计》的笔记-限界上下文的大小

        为了分配任务而拆分限界上下文是一种错误的上下文建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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