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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Framework Design Guidelines的第一版出版到现在，转眼间已经过去了四年。
四年前，.NET框架2.0和Visual Studio 2005刚刚发布。
之后我们先后迎来了.NET框架3.0、.NET框架3.5和Visual Studio 2008，而现在我们又即将迎来.NET框
架4.0和Visual Studio 2010。
事实上，在我忙于翻译本书的时候，也正是我忙于Visual Studio 2010的开发和收尾工作的时候。
本书保留了第一版中的大部分内容，对原有内容进行了适当的更新。
这充分证明了书中的设计规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而这也正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
除此之外，本书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包括序列化、LINQ、依赖属性等等，从而涵盖了.NET框
架3.0和.NET框架3.5中的核心特性。
在过去的四年中，无论是我对技术的理解还是对语言的把握，都有了相当的提高，这一点将在书中得
以体现。
第一版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中文第二版不仅更新了英文版中更新的那些部分，同时还对第一版已有的
内容进行了修订和润色。
我相信本书不仅是《.NET设计规范（第2版）》，而且是一本更好的《.NET设计规范》。
虽然我竭尽所能力求译文的准确和流畅，但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难免会有翻译不当甚至是错误之处
。
为此我建立了一份网上勘误表，如果读者发现任何错误，都请通过该网页与我联系，一旦确认我会立
即将其更新到勘误表中。
我要感谢本书的编辑丁晓昀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之间的合作非常愉快。
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吴宇进、田超、唐友、张羿和王彩霞，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审阅译稿，发现了
不少难以觉察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得本书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儿，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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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千名微软精锐开发人员的经验和智慧，最终浓缩在这本设计规范之中。
与上一版相比，书中新增了许多评注，解释了相应规范的背景和历史，从中你能聆听到微软技术大
师Anders Hejlsberg、Jeffrey Richter和Paul Vick等的声音，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本书虽然是针对.NET平台上的框架设计的，但对其他平台的框架设计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新版根据.NET Framework 3.0和3.5的新特性做了全面更新，主要关注的是直接影响框架可编程能力的设
计问题。
遵守这些规范对于使用.NET Framework创建高质量的应用程序至关重要。
　　本书提供配套光盘，内含Designing .NET Class Libraries等13个演讲视频。
此外，光盘还包括.NET Framework类和组件设计指南、API规范样例以及其他有用的资源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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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框架的设计者能够站在其使用者背后解释应该如何使用框架，那么规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了。
规范为我们这些框架设计者提供了一套工具，可以在自己和使用框架的开发者之间形成一种共同语言
。
例如，将一个操作定义为属性而不是方法可以向用户传达重要的信息，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使用该操作
。
在PC时代的早期，开发应用程序的主要工具是程序设计语言编译器、少量的标准程序库以及未经封装
的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这些是很基本的底层编程工具。
即使开发人员用如此基本的工具构建应用程序，重复的代码也会越来越多，而通过用更高层的API对
代码进行抽象，可以消除这种重复。
操作系统供应商们注意到提供此类更高层的API，可以使开发人员更容易地为他们的系统开发应用程
序。
能够在该系统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的数量会随之增加，进而使得系统对最终用户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最
终用户需要多种多样的应用程序。
此外，独立的工具及组件供应商也很快意识到了由提升API的抽象层次所带来的商机。
与此同时，工业界开始逐渐地接受了面向对象设计以及它所强调的扩展性和重用性①。
当可重用程序库的供应商为了开发其高API而采纳OOP（Object．OrientedProgramming，面向对象编
程)时，就产生了框架(framework)的概念。
自从有了框架，开发人员不再需要从头开始编写应用程序。
框架会提供所需的大部分部件，这些部件经过开发人员的定制和拼装②，就成为了最终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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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第1版出版以后．立即成为整个Mono社区传诵的经典⋯⋯这一版弥补了上一版的很多不足，而
众多参与规范制定的核心．NET架构师及顶尖程序员所做的评注也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内涵。
”  　　——Miguel de Icaza．GNOME和Mono项目创建者  “本书绝对是所有．NET开发人员的必读之
作。
它总结了．NET本身设计和开发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不仅使你对．NET能够知其所以然。
还能极大地帮助你更高效地使用．NET类库。
”  　　——Jeffrey Richter。
微软技术大师,名著《windows核心编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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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NET设计规范:约定、惯用法与模式(第2版)》：数千名微软精锐开发人员的经验和智慧。
最终浓缩在这本设计规范之中。
与上一版相比。
书中新增了许多评注.解释了相应规范的背景和历史，从中你能聆听到微软技术大师Anders H ejIsberg
、Jeffrey Richter和PauI Vick等的声音，读来令人兴趣盎然。
欲罢不能。
《.NET设计规范:约定、惯用法与模式(第2版)》虽然是针对.NET平台上的框架设计的，但对其他平台
的框架设计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新版根据.NET Framework 3.O和3.5的新特性做了全面更新。
主要关注的是直接影响框架可编程能力的设计问题。
遵守这些规范对于使用.NET Framework创建高质量的应用程序至关重要。
《.NET设计规范:约定、惯用法与模式(第2版)》提供配套光盘，内含Designing.NET CIass Librarines等13
个演讲视频（时长近13小时）。
此外，光盘还包括.NETFrameworkework类和组件设计指南、APl规范样例以及其他有用的资源和工具
。
微软.N ET Framework设计组的智慧结晶，洞悉.NET技术内幕，.N ET开发者的必备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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