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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年前，Hibernate in Action一出版就被公认为是关于Hibernate的权威性图书，同时它也成为
了ORM（对象/关系映射）方面的权威之作。
　　之后，持久化（persistence）的前景也随着JPA（Java Persistence API）的发布而改变，这个新标准
用以解决Java EE和Java SE的ORM，并在Java Community Process的主导下开发，成为EJB 3.0规范的一部
分。
　　在JPA的开发过程中，EJB 3.0专家组从已经在Java社区应用的ORM框架的经验中受益颇丰。
Hibernate作为先驱者之一，已经对Java Persistence技术的导向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力。
这不仅是由于有Gavin King和EJB 3.0标准化成果的其他Hibernate团队成员的参与，很大程度上还归功
于Hibernate带给ORM的直接且实用的方法，以及其API的简单、清楚和强大——因此它们的结果激励
了Java社区。
　　除了对Java Persistence的贡献之外，Hibernate的开发人员还使得Hibernate有了很大进展，这体现在
本书所描述的Hibernate 3中。
这些进展包括支持对大型数据集的操作、特别适用处理遗留数据库的额外和更复杂的映射选项、数据
过滤器、管理对话的策略，以及与利用JSF和EJB 3.0进行Web应用程序开发的新框架Seam的集成。
　　因此，本书远远不只是Hibernate in Action的第2版。
它全面概括了所有JPA的功能和Hibernate 3的功能，并对这两者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
它描述了如何使用Hibernate实现Java Persistence标准，以及如何利用Hibernate扩展来实现Java Persistence
。
　　更重要的是，在介绍Hibernate和Java Persistence的过程中，Christian Bauer和Gavin King举例并解释
了在设计和使用ORM框架时需要考虑到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决策。
他们对ORM深层问题的深刻见解，让读者对于ORM作为一种企业技术的有效应用有了深刻的理解。
　　因此，本书适合广大的开发人员，从ORM的初学者到经验丰富的开发人员，帮助他们学习更多
在Java社区中已经出现和正在继续出现的尖端技术。
　　Linda Demichiel（Sun公司规范主管，EJB 3.0和Java Persistence首席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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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灵程序设计丛书·Hibernate实战(第2版)》是毋庸置疑的Hibernate和ORM（对象/关系映射）
权威著作，由包括Hibernate之父在内的两位核心开发人员亲自执笔，详细讲述了Hibernate 3.2、Java
Persistence和EJB 3.0标准。
《图灵程序设计丛书·Hibernate实战(第2版)》通过一个应用将数百个例子融合起来，不仅深入剖析
了Hibernate 3.2和Java Persistence丰富的编程模型。
还深刻阐述了数据库设计、ORM和优化等方面的基本原则、策略和最佳实践。
书中处处闪烁着作者超凡的真知灼见，将大大升华读者对ORM乃至企业级应用开发的理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Hibernate实战>>

作者简介

　　Christian Bauer，Hibernate核心开发人员，并负责维护Hibernate的文档与网站。
目前他是Red Hat公司JBoss部门负责Hibernate、EJB 3.0和Seam的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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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Hibernate对Java Persistence乃至EJB　3.0的技术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必将成为广大开发
人员的知识宝库。
”　　——Linda Demichiel，Sun公司EJB 3.0和Java Persistence标准负责人　　“本书是终极解决方案。
如果你是Hibernate开发人员，不要犹豫了，到书店去，买上一本！
”　　——JavaL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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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Hibernate之父亲自执笔，无可替代的Hibernate和ORM技术圣经，职业Java程序员必备秘籍。
　　持久化是现代企业级应用的核心特性。
作为Java世界最流行的持久化框架，Hibernate已经成为开发Java EE应用系统中不可替代的支柱之一。
随着EJB 3.0和Java Persistence标准的发布，Hibernate也迎来了更加成熟的新版本——Hibernate 3.2。
新版本实现了Java Persistence标准，既可以用于流行的开源技术组合（如Spring、Struts和Seam等）。
也可以与其他EJB 3.0组件和Java EE服务集成。
　　本书是毋庸置疑的Hibernate和ORM（对象/关系映射）权威著作，由包括Hibernate之父在内的两
位核心开发人员亲自执笔，详细讲述了Hibernate 3.2、Java Persistence和EJB 3.0标准。
　　本书通过一个应用将数百个例子融合起来，不仅深入剖析了Hibernate 3.2和Java Persistence丰富的编
程模型。
还深刻阐述了数据库设计、ORM和优化等方面的基本原则、策略和最佳实践。
书中处处闪烁着作者超凡的真知灼见，将大大升华读者对ORM乃至企业级应用开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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