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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设计》

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介绍了微服务的建模、集成、测试、部署和监控，通过一个虚构的公司讲解了如何建立微服
务架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微服务在保证系统设计与组织目标统一上的重要性，学会把服务集成到已
有系统中，采用递增手段拆分单块大型应用，通过持续集成部署微服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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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微服务相关的工作，编码、学习模式、寻找并使用开源工具，到大会做分享⋯
⋯ 这本《微服务设计》我读起来还是有很多比较切身的感触的，这里记录下。首先这本书最后一章有
一段说的特别好，“你越不了解一个领域，为服务找到合适的界限上下文就越难⋯⋯服务的界限划分
错误，可能会导致不得不频繁地更改服务间的协作，而这种更改成本更高⋯⋯”，软件行业从业者，
尤其是那些已经不写代码的从业者，总会期望有银弹，但银弹终究是没有的，微服务也是。我个人觉
得微服务本质上是要解决一个 Scalability 的问题，这里的 Scalability 不仅仅是指应对用户量增加，还指
业务复杂度增加，数据量增加，团队人员增加（具体参考《The Art of Scalability》一书）。微服务的一
套方法论和具体实践方法给我们指了一条路，但路总是需要自己走的。这本书的大量内容是对于其他
书籍的提炼并用更现代化的语言阐述，例如，要理解微服务你不得不去阅读《领域驱动设计》（或者
《实现领域驱动设计》），因为所有服务都是围绕领域来的；例如，要懂得如何应对大量服务的快速
发布，你需要去阅读《持续交付》，再补充 Docker 相关的知识；例如，要学会如何保证大量服务交互
时候的稳定性，你需要去阅读《Release It!》；此外，常见的分布式知识，如负载均衡、CAP理论，如
何使用缓存，该学的你一样都不能拉下；对了，你还得知道 DevOps 以及如何监控你的系统和服务（
可惜未见比较好的关于监控的书籍，有朋友知道的话请推荐）。书中的第4，5章是我觉得比较有原创
性的内容，怎么拆分一个巨型应用，第5章有很多切实的建议；而第4章告诉你，当你有一堆形状各异
的服务的时候，他们之间集成可能会遇到什么麻烦，以及如何避免及应对。不过，我不得不说，这书
完全不适合编程新手阅读，因此书中几乎没有什么样例代码可以拿去实践的，而书中涉及了大量的开
源工具，随便拉一个如 Hystrix, Dropwizard's Metrics 都可以去研究好几天，我是非常佩服作者的视野的
。没打五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读毕没有感觉啊哈！意思就是，书的结构并没有给我一个清晰的系
统或者脉络，我自认已经实践过了书中六七成的内容，心中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系统抽象，本来指望这
本书能有所帮助，然而还是失望了。如果你在维护巨型应用并濒临死亡，那么还是应该走微服务这条
活路的，但可以想象死而复生的道路比死亡本身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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