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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id="写在前面的">写在前面的</h2>
<p>对 Vditor 的源码不会进行逐行分析，分析仅限于处理对 Vditor 分析解耦的操作，Vditor 内部
码耦合程度比较高。Vditor Plugin 在不断阅读 Vditor 源码的过程中，不断试图提供更多的开放特性
面临的挑战和设计思路将以博客的形式进行分享。</p>
<h2 id="一个新的目标">一个新的目标</h2>
<p>抽离 Vditor 自带的特性。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需要区分 Vditor 支持的自定义 renderer 和内部
持的特性（下面以 features 进行区分）。Vditor 通过 abcjs、mermaidjs、graphviz、KaTeX 等支
了很多的特性，代码结构十分类似。那么如何将这部分代码统一风格，甚至分离出 Vditor 项目本身
？这也让我进一步思考如何进行生命周期设计和支持开发者通过 Vditor Plugin 自定义自己的 feature
~</p>
<p>通过抽离 Vditor 自带的特性实现，可以进一步减小 Vditor 项目本身的体积。</p>
<h2 id="Features源码分析">Features 源码分析</h2>
<p>Vditor 支持的特性，其源码位于 <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
2Fgithub.com%2FVanessa219%2Fvditor%2Ftree%2Fmaster%2Fsrc%2Fts%2Fmarkdown" targe
="_blank" rel="nofollow ugc">vditor/src/ts/markdown at master · Vanessa219/vditor (github.
om)</a> 其中 <code>xxxRender</code> 的部分。</p>
<p>抽象来说，Vditor 的特性支持是如下的过程：</p>
<div class="language-graphviz">digraph fetures {
  获取特定元素节点的子元素数组 -&gt; 请求静态js资源 -&gt; 遍历节点根据限制条件对特定的特性
用第三方库进行渲染
}
</div>
<p>那么，此过程可以抽象，甚至进一步抽离吗？</p>
<p>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要实现自定义 features，需要先掌握自定义 renderers 的实现。在此就
赘述自定义 renderers 如何进行实现，这个 API 是由 Lute 提供的，实现方式其实与 Lute 实现自定
渲染器相同。自定义 renderers 实现的环节是 <strong>Markdown-&gt;HTML</strong>，但是
定义 features 实现的过程其实是对生成<strong>有特定 attributes 的 DOM 节点</strong>的二
渲染。</p>
<p>所以如果要实现相同的效果，在 Lute 不支持的语言的情况下，需要先自定义 renderers，以实
提供特定的 attributes 特征。然后在 HTML 渲染完成之后，再提取这些有特征的 DOM 节点进行三
包渲染。这么来看，Vditor 导出 HTML 是仅完成了第一步，第二步是依赖浏览器环境进行实现的。<
p>
<p>至此，Vditor 添加运行时环境，其渲染过程将进一步细化。</p>
<div class="language-mermaid">graph TD;
Vditor实例化--&gt;插件Setup--&gt;|Renderers| Markdown-HTML--&gt;|Features| HTML二次
染--&gt;插件After--&gt;实例挂载渲染结束;
</div>
<h2 id="性能优化思考">性能优化思考</h2>
<p>现有的源码实现调用了 Vditor 工具函数 <code>addScript()</code> ，了解 React 设计的同
都知道 <code>this.state</code> 拿到的状态不是实时的，因为 <code>this.setSate({})</code>
的异步实现进一步减少对 DOM 更改的频率。</p>
<p><code>addScript()</code> 的合并添加似乎是一个性能优化的方向。或者说，在加载插件的
期就预请求静态资源。为了不耽误特性的渲染，可以设置特定的 Promise 队列，预先提取插件的配
加入队列进行请求。对于 <code>addStyle()</code> 工具函数也同样是如此，应该可以实现进一
插件化 Vditor 项目，同时为开发者提供更多开放的可能性。</p>
<p>根据滚动条监听页面 DOM 按需加载，也同样是进一步性能优化的方向，在此就不赘述了。</p>
<h2 id="什么时候开发renderers-又什么时候开发features呢-">什么时候开发 renderers？又什么
候开发 features 呢？</h2>
<p>features 其实是对 renderers 功能掣肘情况下的进一步补充。features 支持是强依赖 renderers
的结果的，无论 renderers 渲染出的 DOM 节点特征 attributes 是由 Lute 提供的，抑或是自己写渲
器实现的。</p>
<p>引入编译时和运行时的理解，即是 renderers 解决了 <em><strong>Markdown-&gt;HTML</
trong></em> 的编译过程，而 features 解决了 <em><strong>HTML -&gt; JavaScript 特性渲染
/strong></em> 的运行时渲染过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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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那如果引用的第三方包是通过输出 <strong>HTML + CSS</strong> 进行渲染的呢？</p>
<blockquote>
<p>那只写 renderers 则足矣了。</p>
</blockquote>
<h2 id="进一步思考发展趋势">进一步思考发展趋势</h2>
<p>Vditor 目前作为一个独立包进行发布。如果有可能的话，对于通用的代码我还是希望独立分包
布。以 Vditor 为核心建立 <strong>源码 + 文档 + 插件 + 衍生项目</strong> 的完整生态体系，
样可以进一步扩大 Vditor 项目的开源影响力。</p>
<p>为了适配现有 Vditor 源码，对于 3.x 的更新着重于项目源码本身的优化，诸如优化冗余代码、
移代码风格工具、Sass 迁移 Less 面向未来对样式表开发进一步优化等。。</p>
<p><code>Vditor@next</code> 着重关注运行时设计，与 3.x 并不完全兼容。在保留现有特性
前提下，对代码执行流程进行进一步优化，希望可以进一步提升无论是用户还是开发者的体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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