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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因为太“简”而无法出版的“著作”。你可以上网上（http://www.doany.net/）轻而易举的得
到它。然后轻松而仔细地阅读，最后喜欢上它。
注意：以上话语仅针对对于软件工程有兴趣的读者而言，不喜者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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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爱民（Aimin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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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精彩短评

1、哈哈，楼主我居然和你读了同一本书。。深圳南山图书馆。
2、　　这是一本需要反复阅读的书，我获得此书是在几年前下载到的电子版。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找
出来在读一遍，每次都有新的收获。书中是作者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和道理。作者对软件工程相关的
问题有许多感悟，并且能够生动的表达。这些实践当中的总结十分宝贵，所以我每过一段时间都要再
读一遍，一边读一遍总结自己的工作，受益匪浅。可贵的是思想而不是生动的小例子，大家都的时候
仔细体会背后的思想，一定有所启发。
3、语言没有会不会，只有喜欢不喜欢
4、　　感觉有些空洞，那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怎么看都有穿凿的感觉。其实大道理谁都懂，关键在
于是否真对实践有足够的指导，并且能与实践相结合。
　　和《程序员修炼之道》、《代码大全》、《编程匠艺》之类的书差距不小。
5、　　   最早是在北京清华园旁边的一个小书屋内看到这本书，当时就被书名所吸引，昨天终于花了
一晚上的时间将整本书过了一遍。真正有用的道理通常都是朴素简单的，年龄越大越是能体会到这一
点。《大道至简》里重提了《你的灯是亮的吗》中关于智慧是认识事物本实这一道理，这引导我们透
过现象观到事物本身的目的和内在的联系、可以看出，作者在软件工程领域确实是有一定经验的，对
中国古典文化亦多有涉猎，这让我对软件工程领域之人的思想可以略窥门径，正如作者所言，在软件
工程领域，讲方法的书很多，但讲思想的书确是不宜寻见，权且作为抛砖引玉吧。
　　    道可以是至简的，但寻道之旅却是复杂甚至是漫长的。
6、这本书在每天下班10分钟左右的时间，看了半个多月看完的，有些想法还不能体会，还没有带过项
目。
7、　　作者总结的很好，其中的一些想法一看就是多年经验的沉淀，对大公司的战略的分析让我学
到了很多，不可多得的好书!
8、　　前几章都不错，一直到第七章。
　　
　　思绪有点乱乱的，从需求到管理到维护都讲了一些，泛泛的，不过还是很有启发，有必要阅读第
二遍。
　　
　　后面的几章没看懂，下次读第二遍的时候看看。后面说道人月神话，说道愚公银山。
　　
　　另外一些点评感觉扯淡，不应该出现
　　
　　
9、软件工程的思想论
10、　　含混不清，岂能坐而论道。
　　
　　这种东西居然可以出版。
　　
　　都是大忽悠。 多少无知读者被忽悠了啊。悲哀。
　　
　　
　　
　　
11、软件工程实验者的思想
12、什么逻辑？就是这样
13、最近也在读《最后期限》，相比之下，《最后期限》还是更合我的口味呀，写的又通俗易懂。所
以，力荐《最后期限》
    《大道至简》这本书，闲暇时间可以翻一翻，抓住里面的一些关键点就行了
14、　　沟通的第一层障碍： 不在于沟通的内容，而在于如何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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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写的不错，有时说一个简单问题 别人听得稀里糊涂的。。。
15、　　    写代码之能力有余而管理之心不足。总之感觉缺乏很多，个人深感空洞而不厚实。遂信意
寻项目管理知识加以补充，无意间看到，阅后颇有所得，特此共鸣一下。
　　    当软件进入大规模工程化的年代，很多东西开始进入了工程的范畴，那就意味着是软件不再是
简单的编码和coding，不是一堆的类，而是融入了管理，计划，方法论等一系列工程化的project，所
以，考虑之处不能不谓周全。这就需要管理者从编码的细节里面跳出来，站在更高的台阶上开始统筹
和总览整个工程，并且加以合理的规划和控制。当然，你首先得有基础的经验，无论是来自于编码，
还是来自于管理。
　　原始的：软件＝算法+数据结构。
　　在集成化开发的今天被修正为，项目＝程序＋方法＋过程＋管理（工程＋组织）。
　　    团队是项目的执行和实现者，项目成为整个团队的目标，所以以目标为导向的项目管理。建立
在工程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过程，用于控制整个产品的周期，成本，质量。而对于细节，那只是技术
经理所要关注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身兼技术和项目的经理，必须进行统筹和规划。作为一个小的团
队，一人身兼两职，的确是一种高效方式，首先节约了沟通的成本，其次解决了技术和管理之间定制
方案所产生的分歧的比例。这就要求团队的Leader拥有很高的素质，无论是在管理，还是在技术上。
　　    作者对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很有研究，对史记和古文也有一定的涉猎，作为基础的思想核心，来
推动作者对技术和管理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求。在技术中做长时间，难免会沉浸在技术中不可自拔，
有苦有乐，当作为一种爱好，定然是孜孜不倦，全凭兴致发挥。然而作为一个管理者，单凭技术和爱
好不免难以应对来自管理和工程方面的知识和方法论。所以充电是必然，MBA也是必然。
　　   在作者的后记中犹有会心一笑，可叹时间如此飞逝，光阴如此堕落，吾落后于人也。
　　
16、温和大气
17、　　每一本书都是作者总结实践成功或走向成功过程中失败而得到的，
　　
　　随手记录下一些阅读中的心得:
　　
　　记忆最深的就是他的EHM(Engine Hierarchy Model),一圈圈像牛粪:) 。
　　几个计算公式(一看就知道作者是逻辑思维严密的程序员)
　　程序=算法+结构
　　方法=面向过程/oop/mda
　　过程=RUP/XP 模型与建模语言
　　工程=需求管理+过程管理+配置管理+文档化
　　管理=管理+计划
　　
　　其中:程序、方法是实现，过程、工程是团队，我猜测管理应当算是财务了把，把团队能用的资源
进行限制。
　　
　　团队说明:  p70
　　1.方法和目标明确
　　2.团队并分工协作
　　3.能意识分享并有规避策略
　　
　　态度必须认可，至于&quot;想法好不好&quot;是技术问题 p73
　　所谓矛盾，大多是自找的。  p79
　　伟大的球员和普通的球员的差别，就在于伟大的球员总是说:&quot;这不是个问题&quot;
　　项目经理关注成本,成本=时间+人力+资金+客户成本=客户数量+客户的耐心
　　p50 History可以用wiki来实现
　　p60 可以读一下朱湘的《画虎》，里面有非常棒的论花匠和画师
　　p65 一个团队的特质是管理者在团队生活和行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团队特质，成功的经验往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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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不可信，失败的才最可信。
　　p67 对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并于团队中的成员分享可能要好很多。
　　p104 对于工程来讲，能让团队理解，统一执行，迅速而有效的实战技法，才是真实所需的。
　　p105 惟手熟尔
　　p106 工而制具、工而制艺
　　p108 工具+技法&gt;工程;良匠是一种好的品质。
　　p105 融通是基于对&quot;使用工具的方法、理论&quot;的了解，融同，则是对这个工具存在的本
质价值的认识。
　　
　　记录了一下自己阅读到的内容，记下了自己当时最有体会的一些内容。如果你认真做过项目，被
管理过或者管理过他人，你对其中的话一定深有体会，作者还是认真写了的。
　　
18、《大道至简》是周爱民的一本书，但不是一本系统的阐述软件工程的书，是一本结合自己的经验
和思考来阐明自己对软件工程的理解的书吧。
方法论，方法学等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把工程做好。
要搞清楚的几个问题有：
1，什么是工程？
2，如何做？
这是值得每个做软件的人都思考的问题。我自己从这本书上学到的一点就是思考问题需要思考的是事
物的本质，只有掌握和搞清楚了本质，其他的形才容易掌握，但是现在很多人本末倒置，学编程，学
计算机，首先要学的是计算机的本质，编程的本质，如果不去搞清楚这些，一味的去追求新的技术，
那真的会让自己累死。
学东西也是一样，要抓住本质。当然，适当的知识面宽也是要的，不然，只会个java，c什么的都不会
，那也不行。
19、　　如果这本书出版了，可能会骂声一片吧，不是说内容太差，而是这样的形式在这个年代不适
合印成铅字，就像《Java夜未眠》一样，可能因为那本比较早，所以评价还可以吧。
　　
　　每件作品能让受众经历之后记住一点可算是成功的了吧（除了放在手边的工具类书籍），这本书
看了之后记住了那张关于程序，方法，过程，工程，组织的图片，那也是作者一瞬间的灵光，可惜这
里不能贴图。
　　
　　作者的网站是MSN spaces下的很慢，我传了一个在51Files上
：http://www.51files.com/?72KZD1N7L7N52UC3UNCD。
20、我觉得用记事本写代码的意思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思考，即使不在电脑旁边时，也随时利用身
边的笔和纸演算设计。
21、《大道至简》和《你的灯是亮的吗》确实思想上是一致的。
    我也推荐 《你的灯是亮的吗》
22、　　第二次读这本书，感觉还是有些有用的团队思维和经验。
　　但是作者大部分篇幅的文字让人难以提炼观点，不知道想表达什么，不知是否作者有意为之，总
之有违书名“大道至简”。愚公移山的故事引入也不知何意，生硬之感。 
　　如果是3年前第一次看此书的我，可能给5分，因为我看不懂。 但是现在只有3分，也是因为我看
不懂
　　
23、　　看惯了论坛上对语言的无聊争论，但是工作了，却从来没有碰到这样走火入魔者。
　　也许是大公司里的，未必能力有多高，但大都都有招招即使九曲八拐还是不离主题。对于公司的
盈利亏损： I am just a worker.  能混即可，发财不靠工资。I am justa a manager, 我只希望手下的人越来越
多。什么xp, scrum， I just care my position.
　　也许那些入魔者还期望通过入魔来提高个人能力，加入大公司，没有想到大公司里根本没有这种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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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有效沟通
25、实践者的角度出发，深入浅出，有反复推敲的必要。当然，非编程者看这本书，味同嚼蜡。
26、　　最近把大道至简读了两遍，还是蛮多收获，总体的结构上以软件工程的构成为主线，但是单
独一章的内容来讲，结构上稍微乱一点点，主要是谈个人的经验，所以毕竟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的，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 作者本人对技术有较深的研究，所以在读本书的过程中可以看出重视软件
工程本身，而不是某一技术，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知律而变”，应该知道原理，为什么要这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各种技术、各种方法的时候，都是 为了写文档而写文档、为了画图而画图、为
了看上去好看而作各种各样的表格无用的东西，已表明我们掌握了各种技术方法，但是实际上发现实
际的应用中很难有成效，很难实际应用。很多时候工作也需要做表面功夫，但是不能忘记本质，也不
能以表面功夫为理由，忽略本质的东西，因为只有本质的东西才能积累。
27、这本薄书从宏观上用一则寓言贯穿软件工程的各个过程。是作者实践中的思想结晶。
28、自此书之后  再也不读软件工程类书目了 假大空  另外，包括中国人写的计算机八卦也不看了
29、看不太懂。。。
30、我没得这本书，哎..老师要我们写这本书的读书笔记。
31、可能是我境界未到，但我真觉得很不知所谓
32、风格别致。
33、　　从图书馆借的书，里面被”前辈“们用铅笔画的条条杠杠的，在107页的右侧几个非醒目的大
字”什么逻辑？“
　　看样前辈与我也有相同的看法，里面的例子很多都比较牵强⋯⋯例子有点生搬硬套，有时候就是
甚至是在说解文字。。
　　
　　不否认作者的论点，也肯定作者有很多年的经验，对很多东西有深刻的理解，但作为读者的我，
却没能很好的吸收作者的思想及经验。。
　　
　　读书的过程中，对soul比较感兴趣，不知道他写过书没？想读一读。。。
　　
　　经常在群里面听到一些人说”牛人都是用记事本来写代码的“⋯⋯ 我经常在心里自惭形秽一翻。
。。。
　　作者也说到自己书中的例子90%是用记事本写出来的，额，这真是装B青年必备利器呀，我以后也
可以在群里大喊，人家牛人写代码都用记事本的，谁还用IDE咧！
　　唉，说这例子感觉没必要吧，你写例子，人家是做大项目，如果还用记事本⋯⋯唉！ 我还是无法
想象。这有点误人子弟呀⋯⋯
　　
　　还有一些其它其它⋯⋯
　　
　　不过里面还是有些观点不错的：
　　
　　/////////////////////////////////////////////
　　
　　项目经理需要时间来成熟的。他需要机会来承受错误，而不是一开始就享受成功。
　　
　　流于形式的沟通。
　　沟通的第一层障碍，并不在于你要表达的内容，而在于你如何表达。
　　最好在见客户之前，就已经设计了所有问题和提问方式，避免造成沟通不畅或流于形式的沟通。
（即有目的性的沟通，而不是与客户交流感情）
　　留下历史记录，记录下自己的决策过程等，方便后来者。
　　如果你不懂甲骨文，那么也不要指望你的用户懂UML。
　　
　　实现才是目的。实现是软件开发的本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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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经验往往最不可信，反而是失败的经验更有价值。
　　
　　经验，是源于对过去的思考，而不是对过去的复制。
　　
　　团队要有远期的目标，有共同的愿景。对短期的目标也要清晰，即里程碑。
　　
　　“教官”的任务：协调、督促、激励、监督和凝聚。
　　
　　工作上，先人后已，即先为团队服务，然后自己再完成一些细节的事。奖励，同样也要“先人后
已”。
　　
　　要关注整体目标。从全局上把握，某一局部出现问题之后，要能尽快发现，并迅速调整。
　　
　　不要压抑你团队成员的激情，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之后，要鼓励与引导，即使你认为不合理，或
有错误，也要以引导的形式，或者干脆让他去犯这个“小错误”，从而让他在这个上面有更深刻的认
识与印象。
　　
　　软件工程层状模型(EHM)
　　
　　工具，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结果。
34、从图书馆借的，还是不太感冒这种文风，当漫画书看了。。
35、　　第一眼看到它，就爱上它不是因为书本身，而是因为李维的那句书评。仔细阅读，发现作者
真的沉淀了很多很多，学习技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学到优秀的思想！
36、软件工程方面的新书
37、很喜欢这种讲的比较虚的技术书籍，更多的从思想上而不是很实际的工具应用什么的说事。所以
，这种书更需要自己看得时候有些思考，而不是照学就行的教材。
38、专注于软件工程的书，略看的。
39、　　我正在看本书，其实我觉的这本书虽然简单，但它却把我们工作中一些抽象的概念讲的却很
容易理解，我想这或许就是作者的根本意图所在。
40、　　面对副标“软件工程实践者的思想”，反躬自省，读了太多理论，甚至都忘了实践。我们总
对新技术新概念趋之若鹜，总不曾触及它们背后的“大道”。作者用愚公移山的故事贯穿全书，解说
了“智”与“愚”。我以为，软件工程的核心就是高质量的完成项目，语言、工具、理论等等只是手
段，是“做工程”而不是“做过程”。
　　
　　大概是为了凑页数，略扁的字体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41、喔，太有缘份了，是在南山图书馆。。。 呵呵
42、前辈总结的一些经验，很快就能看完一遍，对照着自己的工作生活常会有些共鸣，特别是站在一
个打工的技术人员的角度
43、适合有一定经验的人看，还不错
44、写的乱。
45、　　感觉副标题很确切，就是在描述一个实践者的心路历程，内容还算不错。
　　
　　然而，里面的古文引用是在令人发指，无法忍受。。
46、周爱民，这个人怎么说呢？半桶水在那边净晃悠！不过也许现在混IT的人都要懂得吹嘘吧，不说
他什么了
47、方法论，软件工程思想
48、　　7年前的书了，还是让人很受教，所以说很多时候需要学的东西真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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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现在软件界，相当多的模式，流程，其实本质的还是PAET，只是瀑布模型的变形而已，把握
住本质
　　
　　关键是时刻要有做工程的心态去做，而不要沉迷于技术，方法这些枝叶中
　　
　　但是还是要学习那些相关的模式之类的，只有学会了，才能更好的忽略掉+
49、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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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果这本书出版了，可能会骂声一片吧，不是说内容太差，而是这样的形式在这个年代不适合印
成铅字，就像《Java夜未眠》一样，可能因为那本比较早，所以评价还可以吧。每件作品能让受众经
历之后记住一点可算是成功的了吧（除了放在手边的工具类书籍），这本书看了之后记住了那张关于
程序，方法，过程，工程，组织的图片，那也是作者一瞬间的灵光，可惜这里不能贴图。作者的网站
是MSN spaces下的很慢，我传了一个在51Files上：http://www.51files.com/?72KZD1N7L7N52UC3UNCD。
2、我正在看本书，其实我觉的这本书虽然简单，但它却把我们工作中一些抽象的概念讲的却很容易
理解，我想这或许就是作者的根本意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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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大道至简》的笔记-第23页

        小应用用oo来写 会失去本意
作者对话举例 hello world用oo方法去要累死
跟黑客与画家中一样，oo语言比如java，限制人思路，print一句话并不需要费劲写个class出来
程序=算法+结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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