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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密码技术（第3版）》

内容概要

本书以图配文的形式，详细讲解了6种最重要的密码技术：对称密码、公钥密码、单向散列函数、消
息认证码、数字签名和伪随机数生成器。
第1部分讲述了密码技术的历史沿革、对称密码、分组密码模式（包括ECB、CBC、CFB、OFB、CTR
）、公钥、混合密码系统。第2部分重点介绍了认证方面的内容，涉及单向散列函数、消息认证码、
数字签名、证书等。第3部分讲述了密钥、随机数、PGP、SSL/TLS 以及密码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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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科普密码技术的好书，正好工作中用到了，作者写的很有条理，不错的书
2、好棒的书！收获最大的部分是每章后面的Q&A，小测验其次。然后框图也很易懂，所以虽然书很
厚，但是好多都是在解释框图，而框图直接能看懂的话就不用看文字解释啦，所以可以看得很快。消
息认证码之前没有怎么注意过，证书原来是公钥的签名。也了解了下比特币的区块链，不过还是不明
白挖矿的具体原理。总体来说，学到了好多密码学的思想！
3、非常专业的入门级读物，读起来也是非常愉悦，很能带动思维，强推，选择性的省去了一些纯数
学层面的东西，所以门槛也不高，逻辑上理清就可以了
4、对于密码技术做了全面的综述，非常适合入门。为了达到“史上最好懂”这一目标，全书几乎没
有复杂的数学与编程知识，用图＋伪代码的方式对密码，认证，随机数的原理予以说明。在全书的最
后作者感慨“即便真有完美的密码技术，也不可能实现完美的安全性。这是因为必然会有人类，即不
完美的我们参与其中。”
5、相当不错的科普书，花了4天读的差不多，因为时间关系读的有点仓促，有些地方还没捋顺，看完
斯坦福的密码学再来把整体给梳理一下
6、近期读的收获最深的一本书，主要是因为之前的工作中频繁地涉及到了密码学的技术，但是却一
直一知半解，读过此书终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和其他图解系列书籍一样，这本书同样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和结构清晰的叙述来讲解复杂的密码学，是一本很不错的密码学入门或者科普读物，能让我们
对于常用的密码技术有一个宏观的认知，对技术应用有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当然如果想深入学习其
中的数学原理，这本书还是远远不够的。
7、很好的密码技术的科普读本，作为半懂不懂的我，有了全面概念的了解
8、还不错哦够科普
9、不错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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