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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开源是什么？

 为何要学习开源？

 如何学习开源？

 如何成为开源社区的一份子？



开源是什么？

 Open Source，是一个专有名词，由开源促进会（Open Source Initiative）在1998年
定义

 OSD（Open Source Definition），是一份有OSI发布的文档，经由Debian的创始人
Bruce Perens撰写的《Debian自由软件指导方针》修改而来

 OSD一共10条，规定了符合开源的10个特征，如果一个项目仅仅是把自己的源代码公开
出来，就宣称自己是开源软件，那是不成立的

 这10条，希望同学们能够自行查阅维基百科，包括中英文版

 但是，仅仅提到开源的定义，对于理解开源是什么，其实是不够的



开源是什么？

 开源软件（开源硬件）容易定义，但是开源本身，却很难定义

 开源是一种开放协作的模式

 开源是一种开放社区的行为模式

 开源的背后，是一种心理学现象

 开源的成功，依赖于法律条款的保障

 开源的崛起，在于商业企业终于意识到开源的威力

 我们可以先从开源的历史讲起……



开源出现之前

 出于教学与学术目的，交流各种源代码

 大型机、中型机、小型机的时代，大多数个人都买不起计算机

 有能力购买计算机的机构、大学，都聚集了大量的科研人员

 代码的交流，就像学术交流一样，毫不考虑挣钱的事情

DEC PDP-7 1965ENIAC 1946



黑客伦理

 对计算机的访问（以及任何可能帮助你认识我们这个世界的事物）应该是不
受限制的、完全的。任何人都有动手尝试的权利！

 所有的信息都应该可以自由获取。

 不迷信权威——促进分权。

 评判黑客的标准应该是他们的技术，而不是那些没有实际用途的指标，比如
学位、年龄、种族或职位。

 你可以在计算机上创造艺术与美。

 计算机可以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就像阿拉丁神灯，你可以让它听从你的召唤。



商业“魔头”现身

 出于商业目的，封闭代码，出售拷贝

 微型计算机、个人电脑开始兴起，普通玩家之间，也会无偿的交换盗版拷贝

 1976年，比尔盖茨发表著名的《写给电脑爱好者的公开信》，倡导版权与利益。而且愤怒的将那些免
费复制软件的家伙，称之为：窃贼！

 有谁会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来做这些专业的工作？什么样的爱好者可以为他的产品投入三个人年的开发时间，
并且发现所有的错误、编写文档以及免费发布这个产品？

 软件行业兴起！

IBM 5100 Portable Computer 1975 Apple I 1976 An Open Letter to Hobbyists



黑客的愤怒 / 只是为了好玩
 UNIX纷纷闭源，商业公司纷纷成立

 Novell owns AT&T‘s Unix：IBM-AIX、SGI-IRIX、SCO UNIX、HP-UX、SUN-Solaris

 Berkley（BSD）：SunOS、Ultrix、NetBSD、DEC-OSF、NeXTSTEP、Mac OS X

 这些UNIX，收费昂贵、互不兼容、而且闭源，令人抓狂，令黑客们愤怒！

 GNU/Linux的崛起

 Richard Stallman在1985年发表了GNU宣言，并于1989年起草了GPL，提出了Copyleft的概念。Emacs、GCC等工
具纷纷问世

 GNU： GNU’s Not Unix

 1990年， Linus Torvalds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读书期间，开始开发Linux，1991年发布最初版本，并飞速发展至今

 BSD家族由于受到AT&T以及后来Novell的诉讼，发展缓慢。FreeBSD始于1993年

Richard Stallman Linus Torvalds



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Linux 1991年发布第一个开源版本

 通过互联网聚集了大量的志愿者，没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没有强有力的机构协调
管理

 最简策略：每周发布，然后接受反馈

 到1993年底，Linux在稳定性与可靠性上，已经与很多商业UNIX不相上下，并能
支持比商业UNIX多得多的软件

 大多数小型UNIX供应商倒闭

Linux Windows

桌面与笔记本 1.74% >88%

服务器 38.6% 32.6%

超级计算机 96.4% <0.4%



初步的观察、思考与总结

 Eric Steven Raymond ：《大教堂与集市》

 1997年5月27日发表首次公开发表

 1999年由O’Reilly出版

 2014年，中文版被翻译引进中国

 在开源社区，被誉为“圣经”级的文献

《大教堂与集市》是开源运动的 《圣经》，颠覆了传统的软件开发思路，影响了整
个软件开发领域。作者Eric S. Raymond是开源运动的旗手、黑客文化第一理论家，
他讲述了开源运动中惊心动魄的故事，提出了大量充满智慧的观念和经过检验的知
识，给所有软件开发人 员带来启迪。本书囊括了作者最著名的“五部曲”，并经过
作者的全面更新，增加了大量注释，提高了可读性，是经典收藏。

开源运动对软件业和互联网带来了巨大影响，本书作为开源运动的独立宣言，其影
响力远远超出编程领域，如果想在互联网时代做生意，这本书是必读经典。

————豆瓣简介



企业的一系列反应

 不屑→震惊→担忧→分析→诋毁→反思→引进→利用→拥抱

 1998年10月底开始，微软的一系列内部文件被泄露到Raymond的手上，他
在做了大量的辛辣评注后，公开发布。

 史称《万圣节文档》，事后微软也被迫承认，这批文件的真实性。

 在文件中，微软一方面表明Linux不值得担忧（因为它缺乏管理与方向），另一
方面却又在谋划各种策略，试图“干掉”Linux

 另一个极端案例，也出现在1998年1月，网景公司还是当时的世界500强，
但是却在微软的打压之下，举步维艰。

 在读到Raymond的《大教堂与集市》之后，决心将网景浏览器开源，后更名为
Mozilla Firefox



企业与开源关系的诸多转变

 开源这种开发模式，为什么能够成功？

 一个企业，是否可以借鉴这种开发模式？

 省钱、省力、免费的测试与开发…

 想要借鉴这种开发模式，是否也必须开源自己的代码？

 Open Source vs. Inner Source

 开源领域的创新层出不穷，企业能做些什么？

 在质量得到认可之后，企业开始大量选用开源产品、框架、组件、类库（当然还是要做法律方面
的审查）

 是否有必要参与到某个开源项目中，一方面能够搭便车，一方面也能够加深了解，做一些符合自
己利益的贡献

 开源基金会的出现，更好的规范了企业与开源之间的关系

 互联网模式的出现，使得大企业愿意全力支持开源

 平台开源，建立开源生态，夺取市场主导地位（Android）

 转移支付



开源社区的演进

 黑客圈，也是有代沟的

 每一个早期平台上的黑客群体，会普遍鄙视新兴平台的“毛头小伙子”

 大型机程序员，瞧不起小型机程序员；小型机程序员，瞧不起UNIX；UNIX程序员，认为Linux只
是个玩具；内核开发者，瞧不起后来的各种应用开发者

 每一代开源社区，也有不同的玩法

 在老一代玩法下成长起来的黑客，往往会“受不了”那种时髦的玩法

 邮件列表→集成管理平台→社交化编程(Github)

 2012年， Linus Torvalds公开抨击Github上提交的补丁，质量太低。在线编辑方面，简直就是
垃圾

 撇开针对某个具体的事例的抱怨，开源的逻辑，其实一直没有改变

 去中心化、降低参与者的门槛、以宽松的方式鼓励创新

 程序员的数量一直在增长，参与开源的程序员数量也一直在增长

 目前在Github上托管的开源项目，已经超过了1亿！会员接近（可能已经超过）4000万！



Github: Social Coding

 传统的开发⾏行为，是很难被观察与统计的

 基于配置库的提交历史，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的贡献大小，也无法判断他的代码质量

 一个人提交了两次代码，每次二十行，中间相隔2个小时，但是我们无法推断：这个人在2个小时里，写
了二十行代码

 一个人提交了100次，我们也无法判断，他这100次提交，有多少是新功能，有多少是修改bug

 当然可以在提交的注释里，约定填写更多的内容：这些需求，需要被更好的满足!

 Github从SNS网络中，借鉴了非常多的东西

 Follow、Watch、Star、Timeline、User Page

 也有很多独特的创新：Fork、Pull Request、Gist、Pages、Graphs、Pulse

 关键点：行为分化、数据化

 由于Social Network的激励作用，Github成为了目前最大的开源项目托管平台

 基于大数据分析，Github也成为了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开发人员人才库



开源：已经到来的大繁荣！

早期文化基
础

成功案例
Linux/Apa

che
理论总结 商业投入

工具与平台
支持

社交网络与
新兴开发模

式

已经到来的
大繁荣！



为何要学习开源？

 职业生涯视角

 个人成长视角



软件工程的三个发展阶段

 军工驱动的软件工程

 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SAGE）

 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ARPANET）

 商业软件驱动的软件工程

 微软的诞生

 Oracle的诞生

 互联网驱动的软件工程

 Google的诞生

 云计算的诞生

 最近进展：可信软件工程



• 从软硬件一体，到软硬件分离，软件被解放出来了
• 不再受制于硬件之后的软件，需要新的开发方法，在没有方法的时代——软件危机诞生
• 从编程思想来看：大家都很朴素，把代码写得有条理些，有结构化一些，也就可以了
• 从软件工程方法来看，因为软件开发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只能向传统行业取经，瀑布模型应运而生
• 以上的一切努力，目标只是：争取能把软件做出来
• 开源：还在蒙昧阶段，源代码的所有权意识不强，代码在世界上随意的流动着

时间线



• 进入PC时代，拥有个人电脑的人大量增加，采购PC的企业也大量增加
• 软件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
• 比尔盖茨：《写给电脑爱好者的公开信》

• 围绕软件，商业公司开始出现，商业竞争日趋激烈
• 仅仅把软件写出来，是不够的——还要足够快！

• 软件越来越复杂，简单的结构化编程已经无法驾驭，必须探索更加高级的架构模式
• 面向对象和面向服务的架构，成为朴素思考的延伸

• 工程方法与研发工具，都开始涌现
• 在方法领域，最终汇聚为敏捷宣言
• 在工具领域，Visual Studio成为王者

• 作为对商业软件的反抗，自由软件/开源软件开始出现
• 但是还远远不成气候

时间线



• 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一切，但是在没有云计算之前，没有引发质变
• 架构的变化：

• 服务化、微服务化、无服务化、云原生架构
• 工程方法的变化：

• DevOps兴起（研发关注的领域扩展到Ops域）
• 看板兴起：软件开发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感

• 开源软件崛起，引发开发模式的变化
• 大教堂与集市
• 基于Packages的代码重用，开发变成一项永远在线的工作
• 开源生态渗透到企业

时间线



最新的挑战：开源、平台、生态、云计算、物联网、AI

• 大规模跨组织协作
• 开源生态无处不在
• 面向云的开发组织与架构
• 围绕API组织开发
• 面向AI的开发与被AI增强的开发

如何开发可信的软件？

时间线



推动软件工程不断发展的几股力量

 对于软件的需求，推动软件的发展，进而推动软件工程的发展

 越来越复杂的软件，对于软件工程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软件类型的分化，也使得软件工程的各种方法论，出现分化

 开源软件的出现，极大的改变了软件开发行业

 可复用的开源组件，成为软件开发的基石

 开源软件开发模式，对于商业软件开发的各种启发

 软件工程师，不仅仅是(使用工具) 开发软件的人，也是开发工
具的人

 层出不穷的开发工具，成为工程师手中的利器

 软件行业——为自己开发工具的行业，绝无仅有！



推荐的职业生涯发展策略

理解开源的逻辑

理解开源对于软件开发、软件工程的影响

关注业界最新发展方向

积累相关技能



敢吹牛的人，才能成为技术大牛

 Linus Torvalds在1991年发了一个邮件：我在做一个开源的操
作系统…

 感兴趣的人们，蜂拥而至

 Bug报告、需求、补丁也蜂拥而至

 然后，Linux就慢慢长大了，Linus也成了大神！



乐趣第一

 关于生活的意义，Linus有自己的理论，在《Just for fun》中，这个理论甚至被阐述了两遍

 首先是生存，人类做事，最基础的动机，就是为了生存

 其次是社会关系，有时候也会被称之为“秩序”。无论是为了维系社会关系，还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这都是重要的动机

 最后是娱乐，或者说乐趣，在Linus看来，这才是动机的最高境

 Linux为啥会继续开发下去？

 Linus：“我本可以在1991年底就收手不干了，因为那时我已经完成了大量有意思的工作......
幸好接下来发生了两件事，我才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第一，我不小心损坏了Minix系统的分
区；第二，人们不断给我发来反馈意见。”

 乐趣→吹牛→社区压力→被迫成为大牛



开源社区作为个人成长的催化剂

成长的正循环

创造

刻意
练习

乐趣

在创造的过程中，
产生真实的练习
目标

在练习中，收获
越来越多的乐趣

在获得乐趣的过
程中，产生创造
的冲动



推荐的个人成长策略

理解开源的逻辑

投身开源社区

收获乐趣、不断成长



如何学习开源？

 报名参加《开源特训营》

 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开源项目，投入贡献

 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开源社区，投入贡献

 提高搜索技能：Google、GitHub、Stack Overflow ……

 掌握基础知识：一门编程语言、Git、Linux ……

 推荐书单：

 《大教堂与集市》

 《黑客与画家》、《黑客》

 《若为自由故》、《乐者为王》

 《计算机简史》、《网络效应》



如何成为开源社区的一份子？

 社区是一群人构成的，成为社区的一份子，就是和这一群人“混熟”

 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项目

 从阅读社区的交流记录开始

 Issue list

 Mail list

 Pull Request list

 从用户做起，开始自己下载、编译、安装、使用——然后掉在坑里

 做一个合格的用户：如何报告Bug？

 尝试自己修复这个Bug

 尝试在社区里回答别人的问题

 在社区里找任务，由易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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