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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以C#语言为基础，着眼于代码质量的编程指导。
虽然没有砖头书的厚重，但却汇集了许许多多开发人员大量的实践经验。
每个章节的内容似乎都为大家所熟悉，然而视角却完全不同，通过对那些几乎被人们忽视了的细节的
精心处理，不断地提高每一行代码的质量。
相信无论是C#初学者，还是具有NET经验的开发人员，都能从本书中得到启发，写出质量更好的代码
，开发出更加专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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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更锋利的C#代码：编写高质量C#程序》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讲述存在于C＃编码开发中的各
种质量问题，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C#提供的每种语言机制的功能背后，体现了怎样的逻辑含义。
当遇到具体的问题时，应该如何选择与取舍。
阅读完此书的每一个章节，都会让读者站在更高的角度C#体系拥有更深的认识和把握，不断向软件开
发的更高层次迈进。
一个好的程序，不仅仅是能得出正确的运行结果，而且还应在其内部保持清晰的代码逻辑和语义，否
则，跟随在正常结果之后的也许是艰难的代码维护工作，对程序进行一处修改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不小心就会埋下深深的陷患。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每一行代码的质量都很高，那么这个软件产品也一定是高质量的。
这就像ISO9000的质量体系认证一样，与其在产品生产完成之后再进行检验，不如控制每一步生产环节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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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善东（网名Richard Bao），群硕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的一名交互设计师和软件工程师。
9岁时萌生了对编程的浓厚兴趣，从此走上了软件开发的道路，至今已积累了十多年的编程经验。
作者还曾是其学校交响乐团的大提琴兼钢琴演奏员，在英、法、德、港、台及内地多次进行演出。
也许是音乐与艺术思想对编程的渗透，使其在编程中往往善于寻找和谐之美，避免一切生搬硬套。
这也许才是《更锋利的C#代码》思想的根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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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更锋利的C#代码>>

接口之间的命名冲突10.4.2 提供强类型操作10.4.3 隐藏仅用于通过接口访问的成员10.5 使用多态10.5.1 
何时应进行重写10.5.2 应当重写哪个成员10.5.3 保持参数名称一致10.6运算符重载10.6.1 可重载的运算
符10.6.2 符合运算符的本意10.6.3 运算符的关联性10.6.4 类型转换运算符的重载第11章 泛型机制11.1 装
箱与取消装箱11.2 何时使用泛型11.3 泛型的类型参数设计11.3.1 类型参数的命名11.3.2 使用类型参数的
时机第12章 事件与委托12.1 何为事件驱动模式12.2 如何响应事件12.2.1 事件处理函数12.2.2代码的分
配12.2.3 事件侦听器的使用12.3如何提供事件12.3.1 何时应当提供事件12.3.2 事件的命名12.3.3 传递与事
件相关的数据12.3.4 用于事件的委托及其要遵守的约定12.3.5 触发事件12.4 使用委托12.4.1 何时使用委
托12.4.2 何时使用匿名方法12.4.3 基类型与派生类型第13章 集合类型13.1 系统内置集合类型13.1.1 数
组13.1.2 列表13.1.3 字典13.1.4 其他类型13.2 选用适当的集合类型要考虑的几个方面13.2.1 容量13.2.2进出
次序13.2.3 定位的问题——索引／键访问13.2.4 元素结构13.2.5 排序13.3 性能比较13.4 提供自己的集合类
型13.4.1 何时应提供集合类型13.4.2 集合类型的命名13.4.3 提供与内置集合类型一致的行为13.4.4 索引器
及其应遵守的规则13.4.5 迭代器第14章 LINQ查询14.1 提高LINQ查询的效率14.1.1 查询语法和方法语法
的区别14.1.2 LINQ查询的创建、执行与性能14.1.3 减少返回的数据量14.2 LINQ中的错误处理一一采用
防御式编程14.3 LINQ查询的相关机制14.3.1 匿名类型14.3.2 隐式类型的局部变量14.3.3 Lambda表达式与
匿名函数第15章 异常15.1 处理异常时应遵守的规范15.2 抛出异常15.2.1 异常的语义15.2.2 不应使用异常
的位置15.2.3 控制异常15.2.4 异常的重新抛出——重新包装时要注意的15.3 选用合适的异常类型15.3.1 
常见的异常类型15.3.2 不应使用的异常类型15.4 异常提示信息15.5 设计自定义异常及应遵循的约定第16
章 全球化与本地化16.1 分离与特定区域相关的信息16.2 处理特定区域性的数据16.2.1 区分区域性与界面
区域性16.2.2 在内部使用Unicode16.2.3 文本的比较与排序16.2.4 不要假定区域性的行为16.3 何时使用固
定区域性16.4 用户界面应注意的细节16.4.1 使用资源16.4.2 术语16.4.3 界面布局16.4.4 歧义16.4.5 组合文
本附录A：C#、VB.NET、J#关键字表附录B：常用的异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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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基本的代码风格　　假设我们写的是文章而不是程序，那么你一定觉得诸如文章应该分为
若干个自然段、每段开头空两格之类的规则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段落的开头不空两格，或者干脆把整个文章写成单独的一段，仔细想来似乎也不会影响文章实质
内容的表达。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形式上下功夫呢？
设想一下，如果你手中的这本书既无章节也无目录，正文中的不同内容都使用同样的字体字号印刷，
几百页纸从头至尾洋洋洒洒如念经般地“一气呵成”，你还有耐心看下去吗？
　　这是一个人人都能理解的道理，可是当文章变成程序的时候，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得通的了。
不仅仅是初学者，甚至一些熟练的开发人员，也会写出凌乱不堪的代码。
许多人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年半载之后，自己原来写的程序就完全看不懂了。
如果这段程序只是为了交作业，或者临时一用，那还可以不去追究，但如果这是一个商业软件，现在
需要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修改的话，工作量可就大了——你不得不先花时间把你原来的思路看懂。
　　肯定会有人反驳：代码是给机器运行的，又不是给人看的，写那么好看有什么用？
　　他的话只对了前半句：代码确实是给机器运行的，可是机器总共才需要看它几分钟？
你花一个月编写的程序，机器顶多两三分钟就编译好了——在这两三分钟之前，这代码不都是你在看
吗？
开发软件编写代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多的情况下，一个软件的开发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并且常
常由多人合作完成。
一个庞大的软件项目，可能会动用上千名程序员工作数年！
如果把代码写得连自己都看不明白，怎么与别人交流？
同一个开发团队内，一定要保持良好且一致的代码风格，才能最大化地提高开发效率。
　　有的初学者会问：我现在只是一个人写程序，并不需要和其他人合作，这些条条框框还有什么必
要吗？
　　要知道，团队协作只是一个方面。
我经常遇到这类情况，一些初学者拿着他的程序来说：“这个怎么不能编译？
”我帮他把代码整理了半天，发现有一个地方丢了半个大括号。
如果他写程序的时候能够稍加注意一些的话，相信此类错误完全可以避免。
保持良好的编程习惯，能够避免的错误还远不止这些。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更锋利的C#代码>>

编辑推荐

　　《更锋利的C#代码：编写高质量C#程序》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个好的程序，不仅仅是能得出正确的运行结果。
每个章节的内容似乎都为大家所熟悉，然而视角完全不同。
通过对那些几乎被人们忽视了的细节的精心处理，不断地提高每一行代码的质量。
它们为什么必须是，而并非形式主义。
C＃提供的每种语言机制的功能背后，体现了怎样的逻辑含义。
读完此书，你会站在更高的角度与C＃体系拥有更深的认识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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