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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您已有Linux基础，想要进一步学习服务器架设？
还想了解如何维护与管理您的服务器？
《鸟哥的Linux私房菜——服务器架设篇（第三版）》是您最佳的选择。

　　目前有关Linux架站的书籍大多只教导读者如何架设服务器，很少针对服务器的维护与管理，以及
发生问题时的应对策略加以说明，以至于一旦服务器遭受攻击，眼见的就是一场手忙脚乱。
因此，作者先从系统基础以及网络基础讲起，再谈到网络攻击与防火墙防护主机后，才进入服务器的
架设。
本书共分为四篇：第一篇，服务器搭建前的进修专区，主要介绍架设服务器之前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
，看完这一篇，不论您的Linux是以何种方式进行Internet连接，都将不成问题；第二篇，主机的简易安
全防护措施，这一篇鸟哥将告诉您如何保护您的主机，以及如何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使您的主机能
够百毒不侵，安然渡过一次次的考验；第三篇，局域网内常见服务器的搭建，介绍内部网络经常使用
的远程连接服务（SSH、VNC、XRDP），网络参数设置服务（DHCP、NTP），网络磁盘服务
（Samba、NFS、iSCSI），以及代理服务器等服务。
其中SSH密钥系统，对于异地备份更是相当有帮助，您绝对不能错过；第四篇，常见因特网服务器的
搭建，介绍DNS、WWW、FTP及Mail
Server等常见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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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全世界的人种多样，人类使用的语言种类也很多。
那如果你想要跟外国人沟通时，除了指手画脚之外，你要如何跟对方讲话？
大概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强迫他学中文，一种则是我们学他的语言，这样才能沟通。
 这个观念延伸到网络上面也是行得通的，全世界的操作系统多得很，不是只有Windows/Linux系统而
已，还有苹果计算机自己的操作系统，Unix like的操作系统也非常多！
那么多的操作系统（人种）要如何进行网络沟通（语言）呢？
那就需要制订共同遵守的标准才行。
这个标准是由国际组织规范的，你的系统里面只要提供可以加入该标准的程序代码，那你就能够通过
这个标准与其他系统进行沟通。
所以，网络是跨平台的，并不是只有Linux才这么做j因此，这部分的内容学完后，是可以应用在所有
操作系统上面的。
 另外，本章节旨在引导网络新人快速进入网络的世界，所以鸟哥写得比较浅显一些，对于网络硬件与
通信协议并没有被包含在本章内容中。
如果你的求知欲已经高过本章节，那么请自行寻找适合你自己的书籍来阅读。
当然，你也可以在因特网上面找到你所需要的内容。
也可以参考在本章最后的参考文献。
 我们都知道，网络就是几部计算机主机或者是网络打印机之类的接口设备，通过网线或者是无线网络
技术，将这些主机与设备连接起来，使得数据可以通过网络介质（网线以及其他网卡等硬件）来传输
的一种方式。
请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家里只有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等机器，却没有网络连接这些硬件，那么使
用上会不会很麻烦？
如果将这个场景移到需要工作的办公室时，计算机的数据无法使用网络连接到打印机来打印，那是否
很伤脑筋呢？
是吧，想想就觉得很麻烦。
不幸的是，这些麻烦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确实是存在的。
 各自为政的“网络硬件与软件”技术发展：Ethernet & Token-Ring 在1970年前后，为了解决这个烦人
的数据传输问题，几个主要的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公司都在研究各自的网络连接技术，以使自家的产品
可以在办公室的环境下组织起来。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施乐公司的Ethernet技术，以及IBM研发的Token-Ring技术。
但是这些技术都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它们彼此不认识对方的网络技术。
也就是说，万一你的办公室购买了整合Ethernet技术的计算机主机，但是其他的计算机却是使用IBM的
机器时，想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数据的沟通传输，在早期来说那是不可能的。
 以“软件”技术将硬件整合：ARPANET & TCP/IP 为了解决上述的网络硬件整合问题，在20世纪60年
代末期美国国防部就开始研究一个可以在这些不同的网络硬件上面运行的软件技术，使得不同公司的
计算机或数据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来实现数据沟通。
这个研究由美国国防部远景规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DARPA）负责，他们将
该网络系统称为ARPANET，这就是目前熟知的TCP/IP技术的雏形。
在1975年左右，ARPANET已可以在常见的Ethernet与Token-Ring等硬件平台下互通数据了。
DARPA在1980年正式推出TCP/IP技术后，由于想要推广此项技术，因此与伯克利（Berkeley）大学合
作，将TCP/IP植入著名的BSD Unix系统内，由于大学乃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所以，TCP/IP技术便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使用者投入其中研究开来，而这种连接网络的技术也被称之为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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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鸟哥的Linux私房菜:服务器架设篇(第3版)》编辑推荐：您已有Linux基础，想要进一步学习服务器架
设？
还想了解如何维护与管理您的服务器？
《鸟哥的Linux私房菜:服务器架设篇(第3版)》是您最佳的选择。
《鸟哥的Linux私房菜:服务器架设篇(第3版)》是第三次改版升级；适用于各种主流Linux版本，可作为
已具有Linux操作系统相关知识的网络系统管理人员的参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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