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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第6版）》

内容概要

《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原书第6版)》第1版于12年前出版，首创采用自顶向下的方法讲解计算
机网络的原理和协议，出版以来已被几百所大学和学院选用，是业界最经典的计算机网络教材之一。
《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原书第6版)》第6版继续保持了以前版本的特色，为计算机网络教学提
供了一种新颖和与时俱进的方法，同时也进行了相当多的修订和更新：第1章更多地关注时下，更新
了接入网的论述；第2章用python替代了java来介绍套接字编程；第3章补充了用于优化云服务性能
的tcp分岔知识；第4章有关路由器体系结构的内容做了大量更新；第5章重新组织并新增了数据中心网
络的内容；第6章更新了无线网络的内容以反映其最新进展；第7章进行了较大修订，深入讨论了流式
视频，包括了适应性流和cdn的讨论；第8章进一步讨论了端点鉴别；等等。另外，书后习题也做了大
量更新。
《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原书第6版)》适合作为本科生或研究生“计算机网络”课程的教材，同
时也适合网络技术人员、专业研究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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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程序员，虽然知道原版更准确，但是说实话确实比较耗时间。又由于对这本书的钟爱，还是果
断买了中文版。与第四版同样的译者，但是这次的翻译水平真是差了很多。文法都没有理顺。
书的5星内容被翻译的剩4星。翻译水平就给1星吧！没有功劳也有苦牢。程序员重新完整认识网络可以
买中文版，毕竟节约时间。学生的话建议原版。读起来流畅，而且准确，学生阶段多花点功夫，对以
后大有益处。
19、看了第　１　至第　６　章，感觉这本书有点过于详细了，例子多到有点啰嗦，阅读的时候难免
有点枯燥。虽然不如谢希仁的容易读，但总的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20、重点在上层，这样对科班非科班都挺好，网络方向可能就不够了。翻译真心不行，然而初学可别
看英文，本来就烦琐，再看就上天了。这作者已疯，美亚上一看，第七版已然出版了。。。有时间再
看网络，换一本教材看看了。
21、篇幅好长。
22、书是好书 翻译真的错误太多啦 课后题和课本里好多错
23、值得细读的好书  里面的练习还没怎么做 有一些深入的内容没有看太懂
24、一个无中生有的世界，好玩。（8.27-9.13）
25、了解计算机网络必读的书籍，建议每个程序员都好好的读一下这本书！
26、略读了前六章，每次细读均无功而返。问题在我。
27、计算机科学解放生产力！！！！
28、在公司空暇时间读的，相当好的网络入门书，自顶向下的讲解方式很好，适合入门网络知识。
29、有类比的专业书都是好书！
30、偏原理的网络书
31、比第四版写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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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前几章节还过得去，链路层开始讲的稀烂，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缘故。最后还是看的Andrew S
．Tanenbaum的那本计算机网络才明白。
33、这本书对于计算机网络就像是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对于操作系统，简单易懂，由浅入深，书里面
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引出所有 TCP 的协议机制，令人印象深刻啊。。。
34、长度合适，难度适中
一些资源http://wps.pearsoned.com/ecs_kurose_compnetw_6/216/55463/14198700.cw/index.html
35、翻译不是很好，有点瑕疵还可以接受，虽然有的地方读的时候不好理解，看在原著的份上四星
36、上过计算机网络课程，再自己看一遍这本书，感觉很多不是很理解的问题，一下子就想开了
37、先读了谢希仁那本，再读这本，感觉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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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不愧为自顶向下方法。读完应用层去看运输层，觉得概念都清晰了很多。本书最大特色就是通过
抽象，从简单到复杂的方法来介绍网络的相关概念。内容有作者推荐的各种RFC和相关文献，如果想
要深入研究需要很认真阅读。经典内容为第一到四章，4.5开始介绍了一些路由选择算法，从第五章开
始进入了链路层，第六到九章是一些网络应用发展方面的内容。书中的插入小方块介绍内容多为安全
方面，如果有兴趣推荐阅读 《白帽子讲Web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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