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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驱动设计》

内容概要

本书是领域驱动设计方面的经典之作，修订版更是对之前出版的中文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完善。
全书围绕着设计和开发实践，结合若干真实的项目案例，向读者阐述如何在真实的软件开发中应用领
域驱动设计。书中给出了领域驱动设计的系统化方法，并将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些实践综合到一起，融
入了作者的见解和经验，展现了一些可扩展的设计新实践、已验证过的技术以及便于应对复杂领域的
软件项目开发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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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ric Evans “领域驱动设计之父”，世界杰出软件建模专家。他创建了Domain Language公司，致力于
帮助公司机构创建与业务紧密相关的软件。他在世界各地宣讲领域驱动设计（Domain-Driven Design
，DDD）的思想，开设课程，参加会议，接受专访，拥有大批的追随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
以设计师和程序员的双重身份参与过许多大型面向对象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涉及各种复杂的业务和技
术领域。同时，他还培训和指导过许多开发团队开展极限编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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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年前东西，有些不知不觉在用了；边界上下方对微服务有借鉴作用，其它业务领域了解不深
2、很多描述的模式已经被应用到框架之中，很多解耦方式已经习以为常，鉴于本书出版的年代，值
得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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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翻译质量还是很高的。很多地方直接使用英文原文，而不是搞个蹩脚的中文翻译来打乱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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