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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模式的软件架构 卷5》

内容概要

《面向模式的软件架构 卷5：模式与模式语言》共分3部分，首先介绍了单个模式，详细阐述了过去累
积的关于如何描述和应用模式的诸多见解，接着探究了模式之间的关系，从组织的角度说明了各个模
式的领域，最后介绍了如何将模式和模式语言相结合。
　　《面向模式的软件架构 卷5：模式与模式语言》适合软件架构师和开发人员阅读。

  点击链接进入英文版： 
 Pattern Orien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On Patterns and Pattern Languages, Volu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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