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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久前，还没有任何有关面向对象分析和设计的书籍。
而现在，却有如此之多的书籍，以致于任何一个专业人员都无法全部涉猎。
其中大部分书籍都专注于：传授一种图符表示法，提出一个简单的建模过程，并用几个简单的示例来
加以说明。
本书是一本与它们完全不同的书。
它并不把重点放在过程——即如何建模，而是把重点放在过程的结果——即模型本身。
我是一个信息系统对象建模方面的顾问。
客户常常聘请我训练他们的员工如何建模和为他们的项目提供指导。
我的大部分技能来自对建模技术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技术的了解。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的实际经验，这些经验是在建造许多模型和经常分析重复出现问题的过程中积累
起来的。
我经常发现项目在很多方面会遇到以前我曾面对的同样问题。
这些经验使得我可以重用以前所建造的模型，我只需要对这些模型加以改进，使之适应新的需求。
在过去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现象，并且认识到那些通常介绍方法论的书籍虽然很
有价值，但都只提出了学习过程的第一步，而这个学习过程还必须捕获要被建模的实际事物本身。
这种认识逐渐发展成为“模式”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汇集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兴趣和观
点，却抱着共同的目标，即传播有用的软件系统模式。
由于这个模式群体构成的多样性，我们很难给“模式”一个准确的定义。
我们中的所有人都相信，一旦我们看到一个模式，就能辨别出它；我们认为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
致的，但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定义。
我对模式的定义是：模式是一种问题解决思路，它已经适用于一个实践环境，并且也可能适用于其它
环境。
我喜欢给出一个宽松的定义，因为我希望能尽可能地接近模式研究的初衷，而不需要增加太多限制性
的内容。
模式可以有多种形式，而每一种形式增加了对于该模式有用的特性（1.2节讨论有关模式研究的现状以
及本书所处的地位）。
本书讨论的是分析方面的模式，这些模式反映的是业务过程的概念架构，而不是实际的软件实现。
绝大部分章节讨论不同业务领域的模式。
这些模式很难按照传统的行业（如制造、金融、医疗保健等）进行分类，因为它们通常可用在多个领
域。
这些模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基于这样的认识去设计计算机系统并确实去改变这种认识是非常有价值的，而认识中需要改变的地方
正是需要进行业务过程重组（BPR）的地方。
然而，概念模式不可能孤立存在。
对于软件工程师来讲，只有在他们明白如何实现概念模型时，这些概念模型才有用。
本书介绍了一些可用于将概念模型转化成软件实现的模式，并且讨论了在一个大型信息系统中这些软
件实现是如何适应系统构架的，另外还讨论了使用这些模式的具体实现技巧。
我写本书是因为它也正是我在开始时想要阅读的书。
建模人员会从本书中找到可以帮助他们如何在新领域中大展拳脚的基本思路。
这些模式包括：有用的模型、设计背后的论证以及适用范围。
拥有这些信息，建模人员就可以为特定的问题改造现有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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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析模式可复用的对象模型》的作者Martin Fowler是国际著名的OO专家，敏捷开发方法的创始
人之一，现为ThoughtWorks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分析模式可复用的对象模型》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
，深受业界专业人士和广大读者的好评，经久不衰。
　　《分析模式可复用的对象模型》讲述各种分析模式（即来自概念性业务模型的模式）和支持模式
（即讲述如何使用分析模式的辅助性模式），把论述重点放在介绍面向对象分析和设计的最终结果—
即模型本身。
作者透过平实朴素的语言，将自己丰富的对象建模经验与读者分享，使读者可以马上采纳这些经验性
模式。
　　《分析模式可复用的对象模型》适合的读者范围非常广：面向对象的计算机分析人员和设计人员
（尤其是那些参与系统分析的人员）、数据建模人员、编程人员以及专业的软件工程师都可以从《分
析模式可复用的对象模型》中获得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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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福勒（Martin Fowler） 译者：樊东平 张路 等福勒（Martin Fowler），在面向对象分析
设计、UML、模式、软件开发方法学、XP、重构等方面，都是世界顶级的专家，现为Thought Works
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Thougtlt Works是一家从事企业应用开发和集成的公司。
早在20世纪80年代，Fowler就是使用对象技术构建多层企业应用的倡导者，他著有几本经典书籍：《
分析模式》、《UML精粹》和《重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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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一个模型有多个隶属层次关系，我们可以用一种类型化的关系（如图2.6 所示）来表示。
我们把层次关联关系转化成一种类型，通过使用组织结构类型的不同实例来区分不同的层次关系。
这样就能用组织结构的两个实例（销售组织和服务组织）来处理上一节的场景（双层次关系）。
新产生的层次关系可以通过简单地增加新的组织结构类型的方式加以处理。
显然，这种抽象方式使我们能够在复杂性适度增加的情况下的增加更多的系统柔性。
对于双层次关系，这样去做并不值得，但对于多层次关系，就很有必要。
另外请注意，组织结构有时间周期；这使我们可以有效地记录组织结构的周期性变化。
进而要注意的是，我并没有把组织结构类型看成是一种属性——类型属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
将在后面具体谈到。
例：为波士顿的2176大容量卡布奇诺咖啡机而设立的服务小组向波士顿的销售办事处负责。
我们可以将其刻画成这样一个组织结构模型：父节点是波士顿的销售办事处，子节点是波士顿的2176
服务小组，组织结构类型叫做产品线管理。
例：为波士顿的2176大容量卡布奇诺咖啡机而设立的服务小组向产品支持结构中的2170产品系列服务
中心负责。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独的组织结构，它的父节点是2170产品系列服务中心，而子节点是波士顿
的2176服务小组。
组织结构类型叫做产品支持。
要简化对象结构，应把重点放在约束规则上。
这些规则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对于一个组织结构，如果其类型是销售组织并且其子节点是一个部门
的话，那么其父节点必须是一个区域子公司”。
请注意，约束规则被表示成指向组织结构的属性，其暗含着约束规则针对该组织结构。
然而，这也意味着当通过增加新的组织结构类型的方式来扩展系统时，会改变该组织结构中的约束规
则。
而且，随着组织结构类型数量的增加，这些规则将变得难以处理。
可以把约束规则放到组织结构类型中（如图2-7所示）。
针对特定的组织结构类型的所有规则被集中到一个地方，这样便于增加新的组织结构类型。
然而，如果我们很少改变组织结构类型而是经常增加新的组织子类型，图2-7就难以处理了。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子类型的每次增加都会导致约束规则的改变。
更好的方法是让约束规则跟随组织子类型。
概括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减小模型的变化。
我们应该按照这种方式，在不影响模型的其它部分的前提下，把约束规则放在最容易发生变化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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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对不断发展的模式文献的一个重要贡献。
它捕捉来自不同领域的深奥的对象建模专业知识，形成一个模式目录。
这些领域模式将有助于你解决不同领域中具有挑战性的建模问题。
”  　　——Erich Gamma  “Martin Fowler为我们给出答案，而不仅仅是一个可以找到这些答案的过程
。
在本书中，透过作者平实朴素的语言，你将找到自己下一个业务对象模型的重要内容。
”  　　——Ward Cunningham  “就像‘四人帮’在他们的经典著作《设计模式》中总结出了通用的
设计模式，Martin Fowler在这本让人期待已久的书中为我们总结出应用领域的诸多模式。
本书是从事面向对象业务建模和业务过程重组工作的所有分析人员和设计人员的必备之书。
”  　　——Donald G. Fire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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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析模式可复用的对象模型》：Martin Fowler认识到面向对象研究团体需要一本超越传统方法学著
作所包含的工具和技术的书，因此撰写了《分析模式可复用的对象模型》，重点介绍面向对象分析和
设计的最终结果——模型本身。
他将自己丰富的对象建模专业经验与读者分享，着眼于找出重复问题并把这些问题转换为可复用的模
型。
《分析模式可复用的对象模型》提供一个模式目录，涉及交易.测量、财务和组织内部关系等广泛领域
。
鉴于概念模式不能孤立存在，Martin Fowler还提出一系列“支持模式”，这些支持模式讨论如何将概
念模式转变为适合大型信息系统构架的软件。
在介绍每种模式时，都讲述设计背后的缘由以及使用这种模式的规则。
书中的示例包含有用模型的使用细节并进一步探讨了将会改进分析、建模和实现的复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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