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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一个月前的一次面试，对方问我一年看几本书。</p>
<p>我一年看的书大概在 50 到 70 本之间，不过绝大部分都跟计算机技术无关。很不好意思地回答
：“跟技术有关的，很少。”之所以不怎么看这方面的专业书，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因为负责的
作业务性强，不需要频繁更新技术栈；二是因为之前看过几本，都不是很感兴趣。这一个月来，因为
跳槽的原因，我接触了大概三四十本左右的技术书。其中，买回来十几本，仔细读了其中七本书。</
>
<p>之所以能看得进去，首先是得益于这几年来把大量业余时间放在看书和写文章上面，阅读的耐性
理解的能力都有所增强。书作为一种信息的容器，虽然讲心理学的书、讲社会学的书跟讲编程的书、
计算机技术的书很不一样，但都有着不少的共同点。</p>
<p>写这篇博客，希望能跟大家分享一些阅读过程中的思考和感想。</p>
<h3 id="1-烂书很多">1、烂书很多</h3>
<p>很多程序员买了书不看，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有些书太烂。</p>
<p>好书有各种各样的好，而烂书的特征却几乎都是相同的。我这次在亚马逊退了将近十本书，它们
缺点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p>
<p><strong>阅读体验差</strong>。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想省钱，书的质地跟盗版书有的一拼。书
泛黄，字体难看，排版糟糕；作者的表达能力低下，连简洁和准确地讲述一个核心概念都做不到，让
很难有继续看下去的心情。</p>
<p>**逻辑性弱。**一本好的书，应该做到章节与章节之间有连贯性，使得阅读坡度平缓，信息密度
会高。但是很多烂书是东讲一点，西谈一些，整本书看下来不知所云。</p>
<p>**思想层次低。**讲解各种著名开源框架、开源组件的书非常多，但是其中很多书都只是在讲怎
用，简直就像精简版的说明文档翻译。其实，把“为什么要用”和“这样用有什么好处”这两个问题
清楚，更有价值。</p>
<h3 id="2-好书不少"><strong>2、好书不少</strong></h3>
<p>在所有书当中，好书所占的相对比例肯定不高。但是在绝对数量上，值得我们买回来看、花时间
习的好书却不少。</p>
<p>如何判断一本书是不是好书呢？基本上只要花最多半个小时翻一遍，就能确定答案，准确率随着
阅读数量的增加而升高。</p>
<p>**阅读体验好。**基本上看完前言和第一章就能知道好不好，就像我们用一个手机上的软件，只
要很短的时间就知道用户体验是不是及格。</p>
<p>**逻辑性强。**看完整本书，如果章节与章节之间联系紧密，读完前一个章节有助于读后一个章
，基本上可以判断这是一本有条理的书。</p>
<p>**思想层次高。**我们看的很多书都是讲某一项或某一类具体的技术，但是如果它们在讲解技术
节之余还能拔高到更高的层次，提取技术之间的共性，谈论技术的思想，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这
技术，而且在学习其他的新技术时也更为容易。</p>
<h3 id="3-看书的基本方法"><strong>3、看书的基本方法</strong></h3>
<p>在这一个月看技术书的时间里，我经常会跟之前看非专业书时的阅读经历做对比。下面谈谈我自
认为在阅读技术书籍时可以借鉴的几个基本方法。</p>
<p>**一、浏览。**现在我们都基本是在网上买书，所以可以先看看别人的评论和网站给出的目录、
摘。在一轮筛选完之后，把买回来的书都快速看一遍。看第一遍的时候要快，不要看得太仔细。如果
烂书，立刻扔在一边或者申请退货。如果是好书，你就能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有助于进行下一个环节
</p>
<p>**二、细读。**在把书浏览过一遍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认真地读，阅读速度也要相应地降下来。
阅读的过程中，我会习惯于把认为重要的句子和内容划线，也会把暂时看不明白的部分做上记号。这
仅可以强迫自己保证阅读的投入程度，还对进一步的学习有帮助。</p>
<p>**三、研究。**能经过筛选进入到这个环节的书已经相对不多了，基本上能确定这是一本对你来
非常重要非常有用的书。我读书一般最多读三遍，在读第三遍的时候花时间是最多的，而且远比前两
要多得多。这个时候要做笔记，把你认为重要的内容都摘抄下来，或者裁切下来。虽然现在笔记类应
很多，例如印象笔记、One Note 和 Bear 等，但是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考虑使用纸质笔记本来做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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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记忆效果特别显著。</p>
<h3 id="结束语"><strong>结束语</strong></h3>
<p>程序员很多都有看技术博客的习惯，而且也有很多优秀的博客达人为我们提供优质的内容。但是
书籍作为另一种信息容器，跟博客这种形式的信息容器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能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
</p>
<p>下面推荐几本我认为值得读的好书：</p>
<ul>
<li>《未来简史》 尤瓦尔·赫拉利</li>
<li>《暗时间》 刘未鹏</li>
<li>《深入理解 Java 虚拟机》 周志明</li>
<li>《架构探险-从零开始写 Java Web 框架》 黄勇</li>
<li>《架构探险-轻量级微服务架构》（上下册） 黄勇</li>
<li>《MyBatis 从入门到精通》 刘增辉</li>
</ul>
<p>前两本不是专业书，但是我还是推荐程序员们都看一看，非常值得一读。剩下的都跟 Java 有关
因为我本身是 Java 开发方向的。</p>
<p>书单纯属抛砖引玉，希望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认为好的技术书有哪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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