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

开源，观止矣

从开源的滥觞 —— 自由软件的概念出现算起，开源已经走过了近 40 年，并给世

界带来了巨大变革，令人叹为观止。我们想要追溯过去，探寻开源意味着什么；也想要

研究当下，为开源的下一阶段铺路。

今天，OSCHINA 编辑部推出《开源观止》，希望将一些关于 FLOSS 的信息与观

点集中化地呈现。

这是一份关于开源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精选集；

这是一份关于开源的历史、理念与方法论的精选集；

这是一份关于开源的软件、人物与企业的精选集；

这是一份关于开源的商业、协同与社区的精选集……

在《开源观止》中，我们聚焦于开源世界中所有需要去认知与探讨的领域。我们有

一个美好的愿景：开源，观止矣。（当然了，这需要更多开源人、开发者参与进来共

建。）

OSCHINA 总编 林日华

2022年 5月 7日

诚邀投稿、合作、建议，请联系：肖滢 183 7099 8278（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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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Bruce Perens：有些事只有开源能做

写开源相关的文章，总是绕不开 Bruce Perens。写 Debian，他是 Debian 创始人钦点的第一任 Debian
领导人 ，起着关键性作用；写布道，他是 OSI（Open Source Initiative）的发起人之一，祖师爷级别；写协议，

他是 OSD （Open Source Definition）的作者——就是他写下了十条定义，来定义“开源”是什么。

于是，我们干脆请到了他，谈了谈最近开源世界的一些变化。

01 自闭症患者 RMS，带着镣铐跳舞 OSI

故事背景：

RMS （ Richard Matthew Stallman ） 是

GNU 计划和自由软件基金会（FSF）的创始人。

2019 年，RMS 为陷入性侵案件的人工智能之

父 Marvin Minsky 辩护了几句，随后大众翻出

RMS 厌恶女性、攻击残疾人和变性人、为娈童

辩护等一系列过往言论。舆论攻势下，RMS 不

得不从 FSF 和 MIT 离职。

2021 年， RMS 计划 回归， OSI 认为

RMS 在 FOSS 社区中担任任何领导职位都是

不合适的，他（RMS）应该为过去的行为负责。

同时，OSI 还呼吁 FSF 将 RMS 除名，并表

示不会参与有 RMS 在场的任何活动，如果

FSF 不除名 RMS，OSI 也不打算和 FSF 合作

了。

同一时期，反对和支持 RMS 的人分裂成两

派。最后，FSF 还是决定任命 RMS。

OSCHINA：
2021 年，RMS 重归自由软件基金会（FSF），

OSI（Open Source Initiative）董事会发文抵制。这

是否有些反应过度？为什么会这样？二者之间曾有何

冲突吗？您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Bruce Perens：

人们对 RMS 的看法总是极端的：要么爱极他，

要么恨极他。四十多年前就是这样，只不过现在更多

人关注到自由软件了而已。

我认为整件事的重点在于，RMS 其实是有缺陷

的，我们应对不健全的人采取宽容的态度。我不知道

他是否接受过正规医生的诊断，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他患有自闭症。（译者注：The Autism Spectrum，

由脑部发育障碍所致，表现为表达困难和社交障碍等，

通常伴随高智商。）RMS 无法理解人们会对他的言

论和表现产生何种反应，当面对与他想法不同的人时

他会变得非常沮丧。

Richard 其实并不反感女性，但出于病情的关系，

他会对女性表现出极其可憎的一面，我曾亲眼见识过

这个。然而，（他的这些行为）从来都没有上升到暴

力或者逼迫别人的那种地步。

随着 Metoo 运动的兴起，Richard 也因此受到

了抵制。女性经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这必须被矫

正过来，那些犯罪者是罪有应得。

但问题是，这种抵制不像法庭上的判刑，它由盲

目暴力的情绪引发。“乌合之众”的审判不会受到责

任约束，也没有经过谨慎思考，而且毫无节制，最终

导致被制裁的人没有任何机会去展示他们已经改过自

新、可以停止被制裁了。他们为了制裁而制裁，甚至

不在意这是否能够让别人纠正自己的行为，然后重新

被社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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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人站出来说“Richard 已经受到应有

的惩罚了，我们现在应该停止制裁他了”。FSF 曾

试图站出来，却遭到了强烈抗议。

在我看来，先不去想正义到底是什么。仔细审视

这些观点：女性需要公平，但当有人因为自身的缺陷

冒犯了女性，那么在关注女性权利的同时，也要关注

和宽容“残疾人”。

以上这些，OSI 都没有想过，才会有了 OSI 后

来的那篇声明。一个像他们那样的组织，在大众的聚

光灯下发表出那样的言论，是十分吸引人眼球的。事

实上，这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因为 OSI 持续不断地接纳更多的新许可证进入

开源，我和 OSI 曾有过不愉快。他们的做法伤害到

了社区，这是在加速开源许可证对开源精神的偏离。

时至今日，OSI 还在继续加入更多的许可证，因

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或许，

针对 RMS 的那场宣言也是一样。

除了认证开源许可证，OSI 的确也摸索过其他开

源相关的事业。Simon Phipps（译者注：Simon
Phipps 于 2009 年进入 OSI，曾多次担任 OSI 总

裁）所做的工作就曾影响到一些标准组织，让他们不

准许特许授权的专利进入其标准，以打造更加开源友

好的环境。

然而，这项工作受到了 OSI 赞助企业的反对。

还在 OSI 时，我就曾遭遇过，一个赞助企业坚决反

对 OSI 在开放标准中推广开源。因此，OSI 几乎是

不能全心全意地去追求开源事业的。

除了这些，OSI 所做的更多的是布道，这的确曾

是必要的工作。但随着更多热情充沛的布道师加入社

区，OSI 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02 GitHub只是奉命行事，开源绝不能仅靠单一仓库

故事背景：

2022 年 4 月，部分俄罗斯账号被 GitHub
禁用，因这部分俄罗斯开发人员所在的公司遭到美

国制裁。不久后，Quick 和 Nimble 的首席维护者

Jesse Squires 发文控诉：GitHub 的这一举措导致

项目遭遇危机。

OSCHINA：
最近，GitHub 封锁了受美国制裁公司的俄罗斯

开发人员账户，这一举措也导致部分开源项目的重要

PR、Issues 和 Comments 丢失，对开源造成不良

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Bruce Perens：
这是个有趣的难题。一方面，开源运动涌起了一

阵“道德许可证”的浪潮，他们想要禁止开源软件被

用于压迫等不好的用途。我拒绝过这些许可证，它们

根本不可能奏效。在俄罗斯法庭诉讼版权侵权的手段

就能阻止普京吗？这多么可笑。

另一方面，美国的确有一些法律上的有效途径去

惩罚俄罗斯。这些都已经通过法律机制被付诸实践了。

那些被 GitHub 禁止的俄罗斯开发者都是与被制裁机

构有关的，美国因为这场战争而制裁了他们。

这是美国法律要求 GitHub 去做的，我们不能去

表示任何反对，正如我们也理解中国公司也必须在中

国的法律框架下行事。

我相信，对于 GitHub 来说，第一次封禁开发者

账户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人们第一次做某件事，

难免会犯错误。

然而，我可以保证：这件事对开源来说，绝对不

会有什么大影响。首先，这些被制裁的用户如果想继

续贡献开源，他们可以寻求其他国家的另一个代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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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他们的代码将仍然是开源的。其次，出于安全的

考虑，我们绝不希望任何软件只存在于单一网站上，

鉴于存在如此多的其他代码托管平台，我们的选择是

很多的。因此，开源社区不会受到任何威胁。

要说 GitHub 真的有啥问题，最近很多开发者都

在讨论 —— GitHub 的管理正在越界，他们想通过

日常的管理手段从项目中拿到更多权利，这是开发者

不愿意看到的。过去几周，非常多的项目都开始迁移

到其他平台上去了，毕竟有那么多的代码托管平台可

选。

03 BSL很好，但有些事只有开源能做

故事背景：

BSL（Business Source License）是 MariaDB
创建的一种商业许可证。一些开源企业采用 BSL，
以阻止云厂商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将其产品以

商业形式提供为云服务。

同样为了防止云厂商“搭便车”，2018 年，

MongoDB 创 建 SSPL （ Server Side Public
License），该协议规定：如果你将产品作为服务

提供给他人，则需要公开发布任何修改以及管理层

的源代码。

因为不符合“OSD”，该两个许可证均未通过

OSI 认证，被认为不是真正的开源，而仅是源码可

见（source-available）。

OSCHINA:
您是如何看待源码可见许可证，例如 SSPL 和

BSL 的？似乎越来越多的开源创企开始倾向于源码

可见，而不是地地道道、完全符合 OSD （Open
Source Definition）的开源。您认为 OSD 会有过时

的那一天吗？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Bruce Perens：
关于 BSL，我曾经帮助过 MySQL&MariaDB 的

创始人 Monty Widenius。BSL 保证，采用 BSL 的

软件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地变成完全开源的状态。

而 SSPL 就没有这样的承诺了。

开源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开发者就必须过着“苦行

僧”样的生活。AWS（Amazon Web Services）从

MariaDB 等公司“占到了便宜”，他们既不贡献也

不资助，反而通过运行和售卖相关服务从开源软件中

获利。我认为，BSL 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案，但其

它的那些（非开源）许可证我就没那么高的评价了，

有些根本不打算做出任何让步。

一些创业公司采用了那些不能保障一定会开源的

许可证，我认为这就与开源不再相关了。开源社区要

比他们壮大且有力量得多！开源社区每天发布的代码

数量是 MongoDB 等公司的 1000 倍。

重点在于，一些大型且高技术含量的项目是大多

数公司仅凭自身力量根本无法办到的，而开源社区就

能。

以音视频编解码器为例，有哪家电话制造商愿意

在实验室花十亿美元做高清音频，以作为他们下一款

手机的主要卖点？没有一家。而 Jean-Marc Valin 的

Speex 在做，它是开源的。（译者注：Speex 是一

个开源的编解码器，以 BSD 许可发布， 是 GNU
项目的一部分。）

有哪家手机芯片制造商在研发用于 5G 系统原

型的软件吗？没有。但开源的 GNU Radio 在做。

（译者注：GNU Radio 是免费开源的软件开发工具

套件。它提供信号运行和处理的模块，被业余爱好者、

学术机构和商业机构用来研究和构建无线通信系

统。）

IBM 或者其他电脑公司有做出一款像 Linux 一

样被运行在多种硬件上的操作系统吗？没有任何一家

公司能做到，哪怕只是靠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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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合规性是全球问题，警惕“non-literal copying”

OSCHINA：
据知，您开了一家开源咨询公司，能具体介绍一

下吗？比如商业模式、是否盈利、运转得如何？如今，

中国已经涌现了一批开源力量，然而大多数人缺乏相

应的开源知识。关于开源治理您有何见解？

Bruce Perens：
我现在的主要收入渠道就是咨询业务，我管这叫

做“Legal Engineering”。当律师事务所及其客户不

小心触犯到开源软件相关的版权问题时，我就去帮助

他们。我介于企业与开源项目之间，协调双方关系，

让两者都能满意。

同时，我也将这些案例报告给律师，成为了律师

和软件开发者之间的桥梁。我已经有了很多成功案例，

不得不说这些案例让我收入颇丰。我很感激能以此谋

生，还能留出时间来发展自己的项目。

我也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客户，这些企业因为在开

源上走了错路而成为我的顾客。其实，这不仅仅是中

国企业的问题，全球皆是如此。

而且，企业在开源上遇到的问题，并非仅靠开源

治理就能解决。最大的问题在于，工程师们接受了 4
年的高等教育，拿到了软件工程的高等学位，却没有

上过一门叫做“版权”的第一课！于是，他们整日忙

于将别人拥有版权的代码拆分重组进自己的产品中，

以致于产品缺乏独创性。这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内容，

但他们却对“版权”这一概念一无所知！

一旦工程师不知如何下手写自己的项目时，他们

就会借鉴一下开源项目，再动手。很有可能，无形之

中他们就使用了相同的逻辑思路来撰写自己的项目，

尽管他们没有一行代码相同，使用的语言也不一样，

但这仍是抄袭！这被称为“non-literal copying”，法

院对这一情况早就熟门熟路了，而且还有特定的检测

方法，叫做“抽象过滤比较法”。当然，还有

“literal copying”，也就是直接从开源项目中复制粘

贴。一不小心，这些工程师所在的公司就会成为我的

客户。

我认为，每一家中国企业都应该确保自家的软件

开发者明白该 copy 哪些、不该 copy 哪些。这些知

识必须在公司层面上补课，尽管这在拿到计算机科学

学位时就应该具备。

我用英文给一些公司上课，一上就是半天。一些

经理还不情愿我占据工程师们这么长的工作时间，但

是这往往能够为公司在效率和法律方面省下数百万的

成本。

公司内的开源治理还有一个办法：成立开源审查

委员会（Open Source Review Board）。在产品的

设计阶段，就把懂版权、安全和合规性的人组织起来，

以确保不会侵权。即使侵权也可以（及时发现，尽早

修改）避免浪费时间，确保交付出去的代码都是开源

合规的。

我可以帮助企业设计和运行这一整套合规过程。

当然，如果你不需要我的帮助，Linux 基金会有个组

织也能帮助到你：

https://www.openchainproject.org/。

Bruce Per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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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 作为中国本地开源托管和资讯平台，为国内开源氛围建设和成长提供

了极好的土壤。祝 OSC 越来越好，帮助更多优秀开源贡献者以及项目被看见。

—— 林添毅，Apache Kvrocks(Incubating) PPMC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在这春夏之交的季节，欣闻《开源观止》正式推

出。开源之精神，是开放与自由、合作与共赢。近年来，我既欣喜地看到国内开

源社区欣欣向荣的发展，越来越多优秀的项目涌现出来，也同时于躬身力行中深

感开源之不易，任重而道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衷心祝福《开

源观止》能够汇集观点、海纳百川、开拓进取、引领创新，在中国开源社区中发

出耀眼的星光。

—— 杨柳，网易高级工具研发经理、Airtest团队负责人

开源是技术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袋鼠云从成立之初就从开源项目中获得许多

助益，秉持着“源于开源，回馈开源”的技术理念，袋鼠云数栈开源技术团队在

4 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开源 ChunJun、Taier、Molecule、FlinkStreamSQL、
jlogstash、Easyagent 和 Doraemon等项目，持续地将最新技术成果分享给社区

同学。恰逢《开源观止》发布之际，我们衷心祝愿越办越好，与更多的开发者们

一起共享开源盛宴！

—— 杨思枢，袋鼠云数栈资深技术总监

还记得 2012 年第一次参加源创会的情景，转瞬之间已经跟 OSC 一起走过

了整整 10 年的时光。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能拥抱开源、回馈开源；希望越来越

多的开发者能通过开源项目获得回报；希望 OSC 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

—— 大漠穷秋，NiceFish、Craft Codeless Designer 作者

开源软件跨越国界，已经成为整个数字世界的基石，我们几乎所有系统都运

行在开源软件之上。我国在开源软件领域虽有所发展，但以应用为主，创新和贡

献不足。欣闻 OSCHINA 创办《开源观止》，希望《开源观止》能够加速国内开

源人才成长和开源社区发展，帮助中国开源软件全面崛起，走向世界！

—— 汪源，网易副总裁、网易杭州研究院执行院长、网易数帆总经理

如今开源已渗透到了方方面面，几乎所有新兴领域中最重要的软件都拥有开

源身份，作为开发者与开源社区的沟通窗口，感谢开源中国一路相随，是同行者

也是见证者。祝《开源观止》发布成功，愿《开源观止》成为开源世界的引路者。

——苏锐，Juicedata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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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ereEx张亮：创业是为了让开源更好

一位收藏家遇到件特别喜爱但又买不起的藏品，如果他有机会偷到，那么，他会动手吗？

答案是不会。

因为收藏家的快乐来源于将其收藏品展示给世人，如果是偷来的，他便不能光明正大炫耀自己有这么一件

藏品，藏品对收藏家来说便失去了价值。

张亮讲述了上面这个小故事，来描绘他最早将自

己代码开源时的动力 ——“作为一个工程师，我认

为我的代码还是比较优雅的，希望更多人看到，这就

是我最原始的诉求。” 同时，通过开源的方式，他

的代码可以被所有人看到和点评，也会有许多人给出

反馈，帮助他不断提升技能。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开源的伟大之处也正是通

过这种协作共享的模式让许多个人作者开发的软件得

以成长为庞大的、世界级的通用软件。而在开源的浪

潮中，张亮是千万为之着迷的工程师之一，更是开源

世界的反哺者。

21 世纪初，上大学的张亮在教科书上看到

Apache Tomcat。彼时，Apache 软件基金会刚成立

不久，Tomcat 作为 Apache 服务器的扩展，是应用

最为广泛的 Web 服务器之一，也是 Apache 软件

基金会的顶级项目。这给张亮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Apache 软件基金会中有非常好的软件，成功到教

科书中都在用。”

一颗关于 “开源” 的种子自此埋下，他希望自

己日后也能写出被选入教科书、在全世界流行的软件。

十多年后的现在，他身边有了近 40 人，正在一起朝

着这个目标前行。

去年年初，张亮作为创始人，与潘娟联合创办了

SphereEx公司，以开源项目 Apache ShardingSphere
（后文简称 ShardingSphere）为基础，提供商业

解决方案。

张亮（左二）、潘娟（左一）

与 SphereEx 部分员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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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dingSphere 最初是张亮在 2016 年 1 月

创立并开源的项目，前两年，张亮个人提交了 80%
以上的代码，支撑起了项目最初的发展。2018 年，

为了能够打破用户的心理戒备，激发贡献者共鸣，张

亮为 ShardingSphere 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

将项目捐赠给 Apache 软件基金会，“基金会的存

在，是对项目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最有力保证。”

很快，2020 年 4 月，ShardingSphere 经过基金会

的孵化，晋升成为顶级项目，社区贡献者从孵化前的

不到 30 人扩展到超过 120 人，这一数字现在已突

破 300。

ShardingSphere 刚刚毕业晋升之时，张亮接受

OSCHINA采访并表示，项目从 Apache 孵化器毕业，

代表项目的社区运作方式得到了 Apache 软件基金

会的认可，但对于他个人来说，ShardingSphere 距

最终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产品完成度尚不足 50%。

此后一年，ShardingSphere 开始 5.0 版本的筹

备发布，目前已经发布了 5.0.0-beta，实现了可插拔

等能力。然而，张亮心中产品完成度的百分比并未发

生变化，依旧是 50%,“产品进展其实还挺大的，但

是很多新的想法又出来了，肯定要投入更多研发资源，

分子和分母都在增加。” 因此，整体的完成度变化

不大。

所以，ShardingSphere 需要一个杠杆打破平衡

—— 创业。以一家公司的力量专注开发一个软件，

自然要比零散、自发的社区更加高效集中。就这样，

专属于 SphereEx 的故事开始了。

01 延伸 ShardingSphere

SphereEx ， 取 用 ShardingSphere 中 的

“Sphere” 一词，后缀意为扩展、探索、延伸的

“Ex”，“具体是什么意思，留一些空间给大家想

象”。

张亮认为，ShardingSphere 模块数量接近 200
个，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广度型的开源项目，因此有围

绕其打造生态的基础，足以成为一个公司的底座，承

载公司业务发展。反过来，ShardingSphere 可能需

要二三百人才能将其能力完全爆发，那么也只有一家

专门的 infra 公司（IT 基础设施公司），才能承载

ShardingSphere 的发展需求，二者相互成就。

选择在 ShardingSphere 发展五年半的时间点创

办公司，是 ShardingSphere 的发展路径所致，也是

张 亮 仔 细 思 考 后 的 结 果 。 起 初 ， 张 亮 在 做

ShardingSphere 时，仅将其做为一个分库分表的

Java 开 发 框 架 ， 后 期 ， 接 纳 社 区 建 议 后 ，

ShardingSphere 功能逐渐叠加，慢慢演进成现在的

可插拔增量数据库。

“举个例子，比如原本 ShardingSphere 只能做

分 库 分 表 一 件 事 ， 社 区 的 人 可 能 会 说 ，

ShardingSphere 也能做数据加密，但如果我们的目

标是做最好的分库分表中间件，那么加密可能就不会

做了。但其实社区更好的方式应该是面向‘如何吸纳

社区贡献者’，也就是说，社区要善于接受大家的馈

赠，将馈赠引导为正向的，而不是以拒绝大家的馈赠

为前提，只吸纳我们觉得有用的，这是思路上的转

变。”

在这个前提下，ShardingSphere 要做可插拔架

构，也是由于社区的馈赠越来越多，如果研发团队照

单全收，那么 ShardingSphere 的代码将会很混乱，

架构不成体系，最终难以达到好的效果。但如果是可

插拔的内核，便可将社区所有馈赠构建在可插拔基础

之上，“所以 ShardingSphere 的可插拔架构完全是

基于社区的需求衍生出来的，如果仅仅是做数据分片，

其实并不需要可插拔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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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 ShardingSphere 的可插拔架构成型之时，

国内开源与 infra 创业东风渐起，“这是非常好的契

机，ShardingSphere 也刚好度过最艰难的那段时

间。”回看 ShardingSphere 五年半的发展历程，刚

刚诞生之时，在当当和京东经过双十一等大量互联网

场景的打磨，从 Apache 软件基金会孵化毕业之后，

又建立起一定规模的社区，有相当数量的外部贡献者。

未来，张亮计划通过 ShardingSphere 的迭代，

实现在开发者社区中更彻底的开放。ShardingSphere
5.0 主攻可插拔架构，未来 5.0 稳定版中这一功能将

会稳定，接着，6.0 的定位则是 “To developer”，

让 ShardingSphere 更加灵活可控，开发者可以根据

ShardingSphere 的教程，去开发自己想要的功能，

从而实现完全地开放。

02数据库行业还需要什么

成立公司之后，如何能基于 ShardingSphere 创

造更大的价值，也是 SphereEx 需要思考的。

因此，SphereEx 的产品形态为 Database Plus，
即在数据库之上提供一层增量的服务，定位是希望建

立数据库上层标准和生态、提供精准化和差异化的能

力。

首先，SphereEx 的基座——ShardingSphere 所

有功能都是可插拔的。ShardingSphere 提供了一个

标准化的 DistSQL，通过 DistSQL 控制所有功能，包

括创建分片规则、修改读写分离规则等等，这种方式

更容易迈向标准化。

在精准化和差异化能力方面，SphereEx 在产品

上可以做到精细化分片，实现用户自由定制，对于无

需自由定制的用户，ShardingSphere 也可以通过标

准方式实现分片，其关注点在于对各项能力的精准化

和差异化。

定位之下，SphereEx 产品有三大能力作为支撑。

张亮将其概括为连接、增量、可插拔。

连接方面，SphereEx 的产品并非数据库，不仅

向用户提供数据相关的服务，更是通过连接的方式，

方便用户把应用和数据快速建立关联，简化开发。

增量方面，张亮认为，仅有连接是没有价值的，

在连接的基础上提供增量才能最终创造价值。当然，

增加何种能力由用户说了算。

可插拔方面，用户所需要的增量功能通过可插拔

的能力接入。SphereEx 本身有功能层，功能层中包

括数据分片、读写分离、弹性深度等功能，根据不同

功能可组成一个产品族，如数据分片 + 读写分离 +

Database Plus

12 开源观止  2022 年 6 月



聚焦溯源

弹性伸缩 + 分指数 = 分布式数据库的产品组，数据

脱敏 + 数据加密 + 数据权限管控 = 数据安全的产

品组等等。这些功能均可通过下层可插拔平台接入。

同时，对于用户和开发者来说，他们都可以像访问数

据库一样访问 SphereEx，非常便捷。

落实到具体产品上，在其团队的规划中，

SphereEx 会提供两个产品：SphereEx Enterprise
和云上版本 SphereEx Mesh。

SphereEx Enterprise 以 标 品 形 式 售 卖 ， 是

SphereEx 的第一曲线产品，可做私有化部署。

SphereEx Mesh 则为订阅制，是 SaaS 服务。

目前，张亮对其的构思为：先用 Go 做开发，提供

一个原型版本，再用 Rust 将其精炼到性能最大化和

资源消耗最小化。通过 Sidecar 可以接管应用到数据

库的流量访问，进行流量的治理，并降低云原生数据

库上云的难度。还可以针对计算节点和存储节点打标

签，将标签规则和 SQL 语义相匹配，将访问质量相

似的请求发送至类似的计算 / 存储节点，达到 QoS
的稳定。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SphereEx Enterprise 和

SphereEx Mesh 产品背后的多个能力是以开源的形

式提供。举个例子，ShardingSphere 是一个可插拔

架构，在其架构中，许多能力可被替换，如分布式锁

可以保证用户在修改数据库时的强一致性，这是个非

常精准的商业化诉求，基本金融级的企业才会使用，

那么分布式锁的能力便不会在开源版本中提供，“开

源部分可以让用户自由使用，闭源部分则是在极致的

场景下，为企业级的用户提供精准服务。”

03 瞄准云环境中订阅业务的开源原

生商业公司

早在 3 年前，张亮对于软件、开源和云的关系

就已形成自己的认知。2018 年结束之时，张亮作为

第一作者的《未来架构：从服务化到云原生》一书创

作完成，开篇便提出 “软件改变世界、开源改变软

件、云吞噬开源”。

张亮解释，云吞噬开源一句中的 “吞噬” 可以

作为形容词理解，它表示的是云与开源最终融汇的效

果。这种 “吞噬” 分为两部分，第一是指最终的开

源软件都会上云，甚至于所有基础设施软件也会上云，

这便是所谓的云吞噬软件；第二是指在上云的浪潮中，

开源可能是最先拥抱云的部分，闭源软件由其主导公

司决定是否上云，而开源软件由于代码开放，有需求

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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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便可以 将其搬 到云上 ，提供 云上版 本。

SphereEx 便是早早计划要拥抱云的开源企业之一。

然而，近年来开源与云厂商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由于许多开源许可证允许将软件做商业化使用，如果

云厂商将其集成在商业服务中去售卖，同时不回馈开

源软件社区，那么不仅无益于开源软件的成长，还会

侵占其市场份额。因此，多家开源厂商更改许可证，

宣告和云厂商 “划清界限”。

对于开源与云的对立，张亮认为，这种困境在做

的较薄的开源产品上更容易出现，相对来说，厚重的

开源产品不容易被 “薅羊毛”。SphereEx 做云上功

能也是跨云模式，这种模式也使得 ShardingSphere本

身是中立的。在 SphereEx 的商业规划中，其产品

可根据不同的云平台做相应适配开发，组成客户所需

的产品组，如 AWS，Google Cloud 等产品组。对

于 SphereEx 来说，别人拿 ShardingSphere 做商

业化会分流部分基于 ShardingSphere 的营收，但也

能 扩 大 ShardingSphere 的 社 区 ， 提 高

ShardingSphere 的市场知名度，“这时候就是比谁

把 ShardingSphere 做得更专业。”

此外，一家 infra 公司更好的商业模式是云上开

源的订阅制模式，可以实现非线性增长。如果仅仅只

是标品的售卖，加上售卖时提供的服务，那么随着客

户量的增加，其技术支撑团队就会越来越大，企业营

收各成本成正比，整体是线性模式增长。但在使用订

阅制的情况下，用户更多是自助式服务，在扩大营收

的时候，无需相应大规模提升成本。

事实上，云环境中的订阅业务模式已经有许多企

业在做。2013 年，面向大数据处理的统一分析引擎

Apache Spark 的 初 始 成 员 创 立 大 数 据 公 司

Databricks，2014 年推出第一款产品 Databricks
Cloud—— 通过将流程置于云端来简化大数据处理云

平台。之后，Databricks 先后与 Microsoft Azure、
Cloud Ace 等云 厂商 达成 合作 。今 年 9 月，

Databricks 宣布结束 16 亿美元的 H 轮融资，三个

大型云厂商 ——AWS、微软、CapitalG 参投，

Databricks 公司估值已高达 280 亿美元。

在张亮看来，做开源与实现公司营收实际上应该

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开源软件的发展可以更好地为商

业赋能。反之，商业成功后，公司也能为开源软件做

更多的贡献。

“SphereEx 定位是开源原生商业公司，基于开

源项目组建公司，公司成立后逐渐引导用户转向商业

版的使用。” 张亮介绍，开源公司的漏斗模型中，

最上层为用户；往下是有价值的用户，可能会给到项

目一些反馈；再往下是更有价值的用户，会为项目提

交代码，测试等等；再下层是付费用户；最深层则为

订阅制付费用户；“所以我们首先要将开源越做越好，

打造漏斗模型，并且将漏斗最上层扩的非常大。”

目 前 ， SphereEx 的 研 发 力 量 主 要 投 入 在

ShardingSphere 的开发中，“因为我们知道它本身

有哪些功能，有哪些还没有完善；然后商业化产品部

分都是真正对企业有用的，已经规划的差不多了。我

们希望在 B 轮融资之前，ShardingSphere 的产品

完成度提升到我们满意的状况，然后再去做营收。”

而对张亮本身来说，参与开源近 10 年，他最有

成就感的事情便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事情和目光集中到

ShardingSphere 上，“让开源项目能够源远流长地

往前走，无论是互联网公司使用，还是更多开发者去

参与贡献甚或是用其创建公司，最终都是在让

ShardingSphere 往前走，汇聚来自开发者、资本、

合作伙伴、客户等各方的力量，这些可能就是最开心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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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参加了开源中国举办的很多技术活动，感受到了 OSC 小伙伴们的专

业和热情。开源的世界我们开源的不只是代码，更是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期

待 OSC 举办更多高品质的技术活动，也期待经常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一起分享，

一同前行。希望《开源观止》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开源的魅力！

—— 万俊峰 Kevin，go-zero 作者

从手机上运行的安卓系统，到服务器上运行的 Linux 操作系统，众多开源软

件已经成为支撑这个世界的重要基石。开源软件已经无处不在，开源文化也成为

了工程师信奉的理念。我们每个人都是开源的受益人，同时我们也可以成为开源

的贡献者。

祝《开源观止》可以聚集开源作者，推广开源文化，启蒙更多的开源新生力

量，为中国、为世界贡献进步的力量！

—— 朱照远，Tengine 项目发起人、镕铭微电子 CEO

开源正逐步成为软件领域最重要的发展趋势，通过开源，社区参与者发挥自

身所长，相互协作，不断交流、学习、提高，推动技术创新，为开源软件本身和

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开源观止》的推出，为广大开源爱好者提供了一

个崭新的媒介平台，集中呈现关于 FLOSS 的信息与观点，让更多的人了解、认

识开源。

祝愿《开源观止》越办越好，成为开源爱好者探索开源世界的良师益友。

—— 杜恒，阿里云消息混合云、Apache RocketMQ 开源社区负责人

开源的本质是开放协作，在今天全球疫情的阴霾下，开源精神尤其可贵。

无论谁，都能在互联网上建立开源项目，都有机会汇聚全球智力众研众用众创。

中国的开源环境在蓬勃发展。

我们有全产业链的市场，众多的场景，为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引擎。

我们有广泛的人才资源，但还需要去连接，去点亮薪火。

开源提供了一个广阔时空，滋养着野蛮生长的原力。

春花秋实。

今天在开源领域努力耕耘的人们，一定将会创造明天的伟大技术和产品。

——周明辉，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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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长老 Debian 就是这么硬气！
1993 年，8月 16日早上 5点 31分 03秒，与新闻大亨 Ian Murdock 同名的普渡大学学生在 Linux 新闻

组里发了一条信息，阐述了他对 Linux 的想法，最古老 Linux 发行版之一 Debian 就此诞生。

Murdock 那时候应该没有想到，Debian 会在开源历史上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

1996 年，Murdock 退出 Debian 项目的领导，接手的正是 OSI（Open Source Intiative）的发起人

Bruce Perens。在他的主导下，现在官方标准的开源定义 OSD（Open Source Definition）就是从 Debian 自

由软件指导方针演化而来。

身为开源界的“长老”，Debian 无论是从经济上

还是意识形态上，都表现得很硬气！Debian 的独立

性不仅体现在与商业公司保持距离，同时它还在

“GNU”和“Linux”两股开源不同分支之间的分歧

上，采取清醒的态度。立场硬气的 Debian 口号是：

“Linux for Human beings”。

01 谁也不能一手掌握 Debian

成立之初，Murdock 发布了 Debian Linux 宣言，

为 Debian 注入了开源灵魂，他呼吁 Debian 是为

了发扬 GNU 和 Linux 的自由精神而创建。然而，

又 不 像 Linus 之 于 Linux 、 Guido 之 于

Python······ Ian Murdock 并没有牢牢地占据着

Debian 的中心，而是在两年后就卸任离开了。

他的继任者—— Bruce Perens 能量更不可小觑。

Bruce 出生时患有脑性瘫痪，小时候言语不清，

还被误诊为发育障碍，学校甚至都没有教他阅读。但

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他成为 OSI 联合创始人、开源

运动发起者、“开源定义”创建者。

当时的 Bruce Perens 正忙于一个叫做“Linux
for Hams”的 Linux 发行版 CD，正要收录 Debian
时，却发现 Debian 需要的帮助更多。1996年 4月，

Bruce 被 Ian Murdock 任命为 Debian 的第二位领

导者。

“Bruce 接任我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他已经

为基础系统工作了近一年时间，为 Debian 所花费的

时间比我还要多。” 当时 Debian 还没有所谓的选举

制度，Ian Murdock 这样解释他的选择。

事实证明，Murdock 的选择没错。

当时的开源社区普遍都处于起步阶段，比如当时

在红帽工作的 Ean Schuessler 就曾抱怨红帽对于社

区连个起码的约定都没有。Bruce Perens 在 1997年

6月初向 debian-private 邮件列表中的 Debian 开发

者提出了 Debian 社会契约草案。

“Debian 开发出来之后，Debian 除了遵循

Copyleft 之外，也遵循着一些其他的自由许可证。所

以当时的 Debian 在自由软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因为它没有向 Debian 之外去明确其自由软件的理

念。 ” Bruce Perens 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

这个草案在 Debian 开发者内部经历了一个月的

激烈讨论，最终协调修订成为 Debian 社会契约和

Debian 自由软件指导方针——也是著名的 OSD 的

雏形。

Bruce Perens 对于 Debian 的影响不止于此。

Bruce 是个不折不扣的通才，他的领域不仅局限于计

算机工程、法律等，还在动画制作公司 Pixar 工作了

与其他 Linux 发行版本不一样，Debian不应

该是由某一孤立的个体或团体发展，而应该在

Linux 和 GNU 的精神下发展下去。

——Ian Murd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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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专题 古典主义 Debian

12年，参与了《虫虫特工队》和《玩具总动员 2》两

部经典之作。这就不难解释，为何 Debian 的版本号

采用的是“玩具总动员”中的角色名了。

但是，Bruce Perens 依旧没能成为 Debian 的

中心，他在任期间也受到了不少批评 —— 一些开发

者认为他独裁，几乎掌管着所有事情，也控制着所有

事情。

纪录片《操作系统革命》中的 Bruce Perens 还年轻

1997 年 12 月，掌管 Debian 一年的 Bruce
Perens 卸任，不到三个月就和 Eric Raymond 一起

成立了 OSI，开始专门管理开放源代码活动及其认证

标志，成为开源运动的领军人物。（有意思的是，

Debian 创始人 Ian Murdock 也位列 OSI 最初的董

事名单。）

而 Debian 也开始撰写 Debian 章程（Debian
Constitution），避免权力集中于领导者一人身上。比

如，Debian 负责人可在特定的领域做出决定，但是

须将之交付给另外的技术负责人；民主程序可以罢免

项目负责人和推翻负责人的任何决定等等。

从此，Debian 的历届领导人几乎都遵循一年一

换的节奏。在一些 Debian 开发者的眼里，Debian
负责人要做的就是开开会之类的，并把 Debian 介绍

给共同体之外的世界。

当然，这样大程度地削减领导权威，也为

Debian 日后的一些问题埋下伏笔。

02 Debian 世界里没有“金主爸爸”

Debian 的个性不仅局限在内部，还表现在他们

面对“金主”时的硬气。

Ian Murdock 建立 Debian 之前，几乎没有什么

Linux 系统可以选择，Debian 是个典型的先行者。

因 此 ， 很 快 Debian 就 引 起 了 FSF （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注意。 1994 年 11 月，

Debian 得到了 FSF 的一笔资金支持。

要知道 FSF 可并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主，他们严

格遵循 GNU 哲学，对于自由软件的执着是出了名的。

不出所料，FSF 就因为 Debian 系统中所存在的非

自由软件库发了牢骚。在 FSF 看来，Debian 应该

站在自由软件的阵营里，保持纯粹的自由软件属性。

Debian 会就此受制吗？完全不可能。1996 年，

时任 Debian 负责人的 Bruce Perens 发了一封邮件：

“在经过一段沟通不良的时期后，Debian 与 FSF
又恢复诚心的关系并开始协作，尽管如此 FSF 已经

不再因其先前对 Debian 的赞助而拥有对 Debian
计划的控制权，而 Debian 也不会再要求恢复赞助。”

简而言之，就是 Debian 小组决心减少 FSF 的

持续性赞助 —— 钱我们不要了。FSF 对 Debian
的资助仅维持了一年。

至此，FSF 将其归入不被其认可的操作系统名

单里，Debian 因此也成为了唯一在主库中没有任何

非自由痕迹却不被 FSF 认可的 Linux 发行版：

它还有一个“contrib”软件库，其软件包是自由

的，但是其中有些需要加载另外发布的专有软件。这

也没完全和 Debian 主发行版分离。

为了解决钱的问题，Bruce Perens 1997 年随即

发起了“公共领域软件” （Softwar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Inc，一般缩写为 SPI）。SPI 发起的初衷非

Debian 的社群契约声明其目标是使 Debian 成

为完全自由软件，并且 Debian 自觉地把非自由软

件排除在其正式发布之外。然而，Debian 还是维护

着非自由软件的软件库。根据其项目，这些软件

“不是 Debian 系统的一部分”，但是该软件库由该

项目的许多主要服务器托管，而且人们可以马上通

过浏览 Debian 的在线软件包数据库和其 wiki 找到

这些非自由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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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简单，就是为了 Debian 不受制于自由软件基金会，

其后他们认为 SPI 也应该用余力去帮助更多项目，

所以 SPI 又在往后的日子里支持了 PostgreSQL、
FFmpeg、Arch Linux、Jenkins 等优秀项目。

因此，Debian 不仅没有任何商业巨头入主，连

有点意识形态的基金会也被他们排除在了金主之列，

最大程度上获得经济独立性。在 Debian 里，没有任

何的坐席可言，想要在技术上主导，按照社会契约和

章程，公开透明地进行贡献，开发者们就可以按照自

己的理解去进行开发。

这些特色使得 Debian 在众多的 GNU/Linux 的

发行版本中独树一帜。

更有意思的是，Debian 与 FSF 的争吵并没有

停止，直到 2003 年，Bruce Perens 都已经卸任好几

年了，都还在两者之间劝架：Now，can we please
see some work on this, rather than bickering? （感

受到 Bruce 字里行间的无奈了吗？）

03 不欢迎 Linus

如果你就此认为 Debian 与 FSF 形如水火，那

你就错了。事实上，Debian 的“硬气”并不是盲目

地排斥，而是“有原则地”坚持，从 Debian 对

FSF 和 Linux 之父 Linus Torvalds 的态度上就能看

出。

2020 年 9 月 ， 253 封 发 表 于 2014 年 的

Debian 项目内部讨论邮件在外网被泄露并引起了诸

多关注。据这些邮件内容显示，彼时， Linus
Torvalds 在 DebConf 会议上的言行引发了一些争

议。

一些人认为，Linus 在发言中将 FSF 描述成

“dishonest（不诚实的）、 immoral（不道德的）、

lying（撒谎的）、bigoted（偏执的）”的这一行为，

严重违反了社区行为准则，因此应当永久禁止他出席

未来的会议。

邮件内容还提到，Debian 应该公开声明，以后

不欢迎 Linus 参加 Debian 活动。

事实上，Linus 并不是第一次因为自己不当的言

行引发争议，2018年 Linus 就因为在 Linux 维护者

大会上的表现，导致他从 Linux 社区暂时休假，并

公开为自己的言论道歉。

而 Linus 的这些言论虽然没有针对 Debian，但

是并不符合 Debian 曾在 2014 年制定下的一些行为

准则，比如要有礼貌、善意推定、保持开放等。

既没有特别 GNU 也没有特别 Linux，立场坚定

不谄媚，Debian 作为开源界的长老在各种争议中保

持了风度。其实，这是由 Debian 的身份所决定。

Debian 并不单单是一种 Linux 发行版，而是一

个大的系统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有多种不同操作

系统内核的分支计划， 主要为采用 Linux 核心的

Debian GNU/Linux 系统，其他还有采用 GNU Hurd
核心的 Debian GNU/Hurd 系统、采用 FreeBSD 核

心的 Debian GNU/kFreeBSD 系统等。

此外，虽然 Debian 项目众多内核分支中以

Linux 宏内核为主，但是 Debian 开发者所创建的操

作系统中绝大部分基础工具来自于 GNU 工程 ，因

此 “Debian” 常指 Debian GNU/Linux。

至今，Debian 都是社区类 Linux 的典范，是迄

今为止最遵循 GNU 规范的 Linux 系统。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 FSF 把 Debian 挂在了不

被认可的系统名单之列，但 Debian 还是在自家首页

的醒目位置上放置了“自由软件基金会声明”。在这

一点上，我们可能只看到了第二层，以为 Debian 在

第一层，其实 Debian 在第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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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寄语

寄语

OSC一直引领国内的开源思潮，希望随着《开源观止》的发布，能够引领国

内技术人员，学习开源，展现自己，走向世界！希望在技术圈听到越来越多国内

的声音！

—— 肖宇，Apache ShenYu (incubating) 创始人、

Dromara 开源组织创始人

ECharts 最初的发展离不开来自 OSC 的支持。在与 OSC 的合作中，OSC
的社区精神，对开源的坚持与执着，也不断感染着我们。希望《开源观止》能够

影响更多的开发者，让中国开源社区与文化更加蓬勃与健康！

—— Apache ECharts 祖明

PostgreSQL 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开源数据库，受到了广大数据库用户的赞

誉与认可。PostgreSQL 中文社区始终致力于 PostgreSQL 开源数据库技术在中

国的宣传推广与使用，也是开源中国最紧密的合作伙伴。开源中国作为国内最大

的开源项目技术媒体，为开源项目的推动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开源观止》更

为中国开源市场开疆拓土，让“开源”走进每一位开发者。

—— 张文升，PG中文社区主席

从 ECharts 到 AntV，十年开源路上，幸运的是有开源中国一路相伴。感谢

开源中国给予我们的支持与帮助，更为开源中国在开源事业上的贡献点赞，期待

《开源观止》能激发起社区更多活力，「期」开得胜。

—— 林峰，ECharts 创始人 & AntV 架构师

广大的开源爱好者对开源文化的理解仍处于十分早期的阶段，但这依然没能

阻挡大家对开源的热情和坚持，十分期待《开源观止》能成为开源世界的灯塔，

给开源爱好者指引方向！

—— 代立冬，白鲸开源联合创始人、Apache Member、
Apache DolphinScheduler PMC Chair

老程序员的经验：想坚持做好开源，需要结合人的价值观。比如为中华崛起

而做开源，或者为打破国外垄断研发开源产品等等。

开源价值观的实现，最好的平台是 OSCHINA，这里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具

有深刻价值观的开源产品。比如片警路小磊研发 Hutool，天文科幻爱好者詹波的

JFinal，温少大神的 FastJSON 等等。如今，OSCHINA 创办《开源观止》，祝

《开源观止》越办越好，帮助更多的程序员成长和实现个人价值。

—— 闲大赋(李家智)，Beetl&BeetlSQL开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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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ian 章程有毒”
1996 年，Bruce Perens 接下了 Debian 创始人 Ian Murdock 的接力棒，成为 Debian 社区历史上第二

位当家人。也就在这一年，不满 20岁的 Joey Hess 为了满足自己打包游戏的爱好成为了 Debian 成员。

某天，加利福尼亚州的阳光正好，旧金山湾区（硅谷所在地）的某一角落，Bruce Perens 敲响了 Joey
—— 这位刚来此地工作的年轻人的大门。“I＇m going to take you on a tour of the Bay Area. ”

Bruce Perens 和 Joey开着车随意地在湾区闲逛，

当经过各大科技公司时，也会聊上两句。这次兜风是

Joey 第一次和社区的人面基，从此开启了 Joey 通

往这个全新世界的大门，而 Bruce Perens 这位大人

物的上门，也让 Joey 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可惜的是，1997 年 12 月，Bruce Perens 就从

Debian 当家的位置退了下来，与另一位声名显赫的

人物 Eric Raymond 一起创立了 OSI （Open Source
Initiative），成为了开源的开拓者。

当时，Debian 社区内有一些争议声音表示，

Bruce Perens 是个独裁者，一手包揽了所有事情。

因此，Bruce Perens 离开之后，Debian 开始制

定 Debian 章程（Debian Constitution），来制约领

导人的权利。

2014 年，针对是否采用 systemd 这种 init 进

程，Debian 内部开始一场持久且激烈的争吵，Joey
也在这时离开了他贡献 18年之久的 Debian。

在 2021 年 11 月 的 一 次 访 谈 中 ， Joey 直

言 “Debian 章程有毒”。在 Debian 章程的框架下，

Joey 感到紧张，因为这些章程正在拖延着所有的决

策。

同样是在 2014 年，同样是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

syetemd 论战，当年的 Debian 技术委员会成

员 Colin Watson 和 Russ Allbery 先后在 Debian
邮件列表上发布了辞职声明。在 Russ Allbery 的辞

职信中，他提到了 Joey：“Joey 的离职让我不住去

想 Debian 的管理出了什么问题，我相信我们其中许

多人也一样。”

当时，Russ 已经在 Debian 技术委员会里待了

6个年头，但他没能熬过 2014年那场论战。他表示，

委员会几乎每一个决策都受到巨大的压力，他感到没

有精力来处理这些事情，他也觉得自己在技术委员会

的工作对整个项目没什么帮助。

图 1 年轻时的 Joey Hess 穿着 Debian 文化衫

如果说我在 Debian 的 18年有什么遗憾的

话，那就是在 Debian 章程最初制定的时候，尽管

感觉到了不妥，但我没有发声。我很清楚，这份有

毒的章程正在缓慢且坚定地引导 Debian 走向病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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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Debian 开发者 Michael Stapelberg
从 Debian 离职时留下一篇长文，里面细数了

Debian 内部的各种问题，引起各方热议。

在写下这篇文章的几个星期前，Michael 在苏黎

世 Debian 聚会上遇见了一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

这场谈话中，他们谈到了一个话题—— Debian 的民

主以及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

作为最古老的 Linux 发行版本之一，Debian 及

其后代几乎占据了 Linux系统家族里的半壁江山；作

为老牌的开源社区，Debian运行了 30年依旧香火不

断。但是，作为一个统筹几百个开发者协作的社会组

织，Debian 为何却让这些人失望了？

01 不吃香的 DPL

Bruce Perens 走 后 ， DPL （ Debian Project
Leader）这个词被 Debian 章程定义了出来。DPL
由 Debian 社区选举出来，一年一届，每年春天都会

有一个 Debian 开发者竞选成功，接受这个组织的

“加冕”。

2019年的春天，Debian 的这一选举却“轮空”

了。3月 11日，Debian 邮件列表出现了一封标题为

“Leaderless Debian”的公开信，文章表示，这年

的 3 月 3 日——10 日是候选人提名阶段，然而，截

至公开信发出，还没有一位符合资格的 Debian 开发

者提交申请。

此前的 Debian 领导人 Chris Lamb 一直被寄予

厚望，他已经连任了两年，但是今年他公开表示因为

一些 Debian 相关的，以及一些私人的原因不参与竞

选。由此，Debian 不得不根据章程延长提名时间，

直至有人提交申请为止。

当然，最后还是有人跳了出来参加竞选。这里要

指出的是，这一尴尬事件非常直观地反映出一个事实

—— DPL 并不吃香。准确来说，在 Debian 章程的

制约下，DPL 是一个没有绝对权利的虚席。

首先，DPL 并不接触具体业务，他可以任命某

人执行专门的任务，而这些代表有权力在考虑技术标

准和共识的情况下做出他们认为最佳的决定。

至于 Debian 社区的项目层面，DPL 更是无权

过问，每个项目的开发者都对项目有百分百的决定权。

比如，个别开发者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他们维护的软件

包；开发人员之间的技术分歧很大的时候，将由项目

技术委员会处理；发布管理者与 FTP 主人有权最终

决定项目实际发布的内容，以及何时发布；项目秘书

负责确保遵循必要的程序；政策团队处理项目的大部

分总体设计。

其次，DPL 是可以随时进行更换的，因为有一

般决议（General Resolution）这样的通道，开发者

们可以重新选举另外的 DPL、撤销 DPL 或代表的

决定、修改基本文件并做出其他有约束力的决定。

（如图 2 所示）

那么，DPL 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主要分为两个

方面：

在对外职能中，DPL 代表 Debian 项目去进行

关于 Debian 的演讲和演示、参加贸易展览、与其他

组织和公司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及处理一些法律相关问

题。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形象代表和官方发言人。

在内部，DPL 应该与其他 Debian 开发人员交

谈，尤其是与代表交谈，以了解他们如何协助开发者

的工作。此外就是一些批准预算的财务事宜，也就是

一些行政事务。

在多数的公司或组织中，对外品牌和行政都不是

核心业务部门，非常边缘化，这些职能常常会面临没

有价值感、陷入繁杂琐事的困境。与此同时，DPL
花费时间与精力并不少，却没有任何薪水回报。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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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 DPL 不愿连任。比如，

2019年那次轮空事件中接盘的 Sam Hartman，就在

2020年的竞选季中表示不再参选。

02 开发者们的“共同意志”

那么，谁才是 Debian 中的权威呢？

在 Debian 社区中只有两种官方角色：Debian
开发者（DD）和 Debian 维护人员（DM）。DD
由 Debian 章程定义，而 Debian 维护人员则是在

2007年的总决议中才做的定义。

其中，DM 是一个没有多少权限的角色，他们只

能为那些在 Maintainer 或 Uploaders 字段里包含他

们的名字、并已经被 DD 指定了 DM-Upload-
Allowed: yes 标记（意思为允许 DM 上传）的包执

行上传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权利，而他们

访问 Debian 资源的权限也十分有限。

在 Debian 章程的定义中，Debian 开发者（DD）
的主要职能是提交代码以及维护自己负责的包。他们

具有进入 Debian 服务器的权限，并可以参与社区投

票（比如一年一次的选举等）。

一方面，DD 完全掌握自己的工作，可以做任何

技术性和非技术性的决定，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也就

是说，Debian 社区里没有领导。

另一方面，这些拥有投票权的 DD 们，通过一

般决议流程（General Resolution），成为了 Debian
群体中的权力主体。他们可以任命或者罢免 DPL；
对于 DPL 或者代表的任何决定觉得不爽都可以推翻；

可以用 3:1 的多数票修改 Debian 章程；还可以处

置 Debian 的信托财产等等。

除此之外，为了保障所有的开发者声音都被尊重，

Debian 章程还特立独行地将“None Of The Above”
（以上都不是）设为默认选项。也就是说，当你觉得

以上的选项你都不想投票，你可以另开一栏，写上你

的选项，参与投票。

与此同时，Debian 采取 Condorcet 方法（也就

是孔多塞标准）来进行投票，这种投票方式需要“两

两对决”来选出赢得多数选票的一方，而不是在众多

候选人中一次性投票，再去挑出票数最多的。

总的来说，给予个人开发者最大程度的权限，以

谋求最大程度上群体的“共同意志”，是一件政治正

确的事。但是，最大程度的“同意”真的存在吗？

Joey Hess 表示，这是不存在的，总是会有人不高兴。

此外，Debian 最大限度保持个体自由的同时，

也使得个体显得个性十足、难以妥协。一旦缺乏强大

的聚合力将他们拢在一起，就会出现“分裂”的情况。

“如果有人坚持拒绝合作，那么你做出的变更很

容易就会被一拖再拖。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rsync，
其维护者完全出于个人的喜好拒绝我的补丁包使用

debhelper。赋予个人维护者如此大的自由，导致我

们无法开展提高构建 Debian 软件包抽象级别的项目，

这反过来又让工具更加困难。”Michael Stapelberg
在自己的文章中探讨了 Debian 中过大的个人自由。

“我认为 Debian 社区的管理存在一个很大问题

—— 社区正在被一些特定问题深深地分裂成很多不

同阵营。” Russ Allbery 曾表示。

或许，这也成就了 Debian 如今的“儿孙满

堂”——不少软件从 Debian 衍生出来。就拿 2014
年 systemd 事件为例，那场争议导致 Debian 阵营

开始分裂——反对者创建了一个不使用 systemd 的

分支 Devuan。此外，基于 Debian 的衍生产品还有

很多，比如 Ubuntu、Deepin、Kali Linux、MX
Linux等等。

03 技术当道，管理缺失

除了“超标”的个体自由之外，Debian 还从骨

子里存在一种“唯技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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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Debian 创始人 Ian Murdock 之所以开始

做 Linux 新 版 本 ， 是 因 为 他 十 分 不 满 SLS
（Softlanding Linux System，被称为最古老的 Linux
发行版），就对 SLS 进行改进，结果改进了太多东

西，足够发布一个新的版本了。

这一出发点就非常极客 —— 用技术去创造自己

想 要 的 东 西 。 因 此 ， 尽 管 Debian 内 部 因 为

systemd 吵得不可开交，但多数争论都是围绕技术本

身。

从基因上，Debian 社区基本就是一个技术构建

的空间，关于技术的道德契约才是凝聚 Debian 的核

心力量，而这也注定了 Debian 内部的平衡非常棘手。

这让 Debian 技术委员会（Technical Committee）
不堪重负。

Debian 章程中写明，技术委员会（TC）是决定

所有技术相关事宜的权威，其中包括任何开发者拿不

准主意的事情都会交到技术委员会那里。比如：开发

者之间关于指令名称归属权的争议、冲突包之间的分

歧、哪个包应该对现有的 bug 负责等等。

同时，技术委员会还需要就社区内有争议的事情

发表正式的声明。比如 2014 年的 systemd 之争，

Debian 技术委员会就曾站出来说：接受 systemd
（但是依旧有很多人不买帐）。

除此之外，Debian 章程中还在技术委员会的职

责中写了这么一项：Make a decision when asked to
do so（只要有需求就要做出决定），任何一个人的

任何需求，都可以向技术委员会寻求建议。

在 Russ Allbery 2014 年的辞职信中，他说了许

多“累觉不爱”的话：

同时，他还认为管理是必须的，他相信一个大团

体的机制中需要更多的管理，这个组织才不会因为分

歧而陷入瘫痪。

而 Debian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管理缺失。

当初，Debian 开发者们通过章程最大程度上架空了

DPL 这一角色，但管理的需求仍在，于是技术委员

会就不得不发挥一定的管理作用。

因此，职能角色的分工不均衡，再加上个人角色

的过度自由，使得 Debian 章程变成了 Joey 口中的

那份“有毒文件”。

敲下这几句话的几年后，Russ Allbery 再次成为

了 Debian 技术委员会的成员。这次，他没有坐以待

毙，而是提出了一份根本性的改革。

我想敏捷哲学中的一些事情是对的：想办法

减少因为改变而产生的成本，去赋能一些个体决

策的权利、去行动，而不是在事前就害怕失败、

畏首畏尾。近来，我越来越怀疑 Debian 现行的

决策机制（特别是技术委员会）是否真的合适。

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和相关话题已经成为我在

Debian 工作的绝大部分。这并不有趣。我太低估

这份工作所需要的情感和注意力了，这比时间投入

更加糟糕。几乎技术委员会的每一个决定都充斥着

不愉快，在现有的框架下，技术委员会每做一个决

定都需要更多的技巧、关心、注意力和小心翼翼，

这些使我心理压力巨大。

RMS 和 Linus

两位开源大佬的罕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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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寄语

寄语

在百花斗妍、万物舒展的初夏时节，欣闻《开源观止》发布，我代表 RT-
Thread开源社区表示衷心的祝贺。我从学生时期起接触开源，现已二十载有余，

对开源一直推崇备至。这些推崇不仅限于技术，还有开源如水一般的推动力，这

股力量推动着技术的蜕变与发展。

现今，开源已经成为技术应用和行业数字化发展的基石，支持开源、发展开

源，是当下必行之事。《开源观止》的诞生恰逢其时，顺应了开源发展的需要，

祝《开源观止》越办越好！

——熊谱翔，RT-Thread 开源操作系统创始人

随着全球数字化升级，面对井喷式业务需求，开发者如何更高效率的交付应

用？

拥抱开源，是开发者的一条捷径。借助开源软件，特别是开源的软基建，开

发者可以收敛需求，聚焦业务，更高效地繁荣人类数字世界。

《开源观止》可以帮助更多人了解开源，参与开源，祝《开源观止》越办越

好！

—— 崔红保，DCloud CTO、uni-ap开源框架负责人

开源是件奇妙的事情。它不但关乎技术层面的黑客精神，也涉及协作层面的

社区精神。祝愿《开源观止》能让更多中国程序员了解“开源”，参与“开源”，

建立中国的开源影响力。

—— 顾钧，Milvus 开源向量数据库布道师、Zilliz 合伙人

非常高兴可以看到有《开源观止》这样专注于记录开源动态、传播开源技术

和思想的刊物问世。开源除了代码和社区层面的协作开发，也需要通过更多的形

式去普及开源背后的理念，这样的影像与文字是重要且宝贵的，希望 Apache
Doris 社区能为《开源观止》出一份力，也希望有更多热爱开源的朋友关注《开

源观止》，祝《开源观止》越办越好。

——陈明雨，Apache Doris PPMC 成员

恭喜《开源观止》发布，希望《开源观止》能给用户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开源

技术内容，让众多开发者与开源软件形成连接互动，一起进步与成长。

—— 染陌，阿里巴巴大淘宝前端架构团队前端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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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ian 向左：或将迎来根本性改革
开源社区是个独特的存在。它虽然结构松散但又切实有效，为社会提供便利好用的产品却不以盈利为目的，

将志趣相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但又完整地保存了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 这些开源社区就像是一场场风格迥异

的社会实验。

其中，Debian 社区是一个典型代表。作为 Linux 最早的发行版本之一，诞生于 1993 年的 Debian 可以

算是开源社区中的“活化石”。这也令 Debian 在机制、行事和文化等方面都体现出了一定的“古典”特质。

2021年 10月，Debian 社区正在酝酿一件大事 —— 改革自己的决策机制。一直以来，Debian 的决策机

制都饱受诟病，不少优秀的开发者因此离开，这样的变革或许不可避免。

01 离开

“长久以来，Debian 都难以作出改变。”

2014年的时候，Joey Hess 决定离开贡献 18年

之久的 Debian。促使他离开的直接原因是，Debian
社区对于是否接受 systemd（一种 init 进程）争执

不下。这件事引起了 Debian 内部长达数年的争论，

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当然，systemd 事件仅仅是一个引子，Joey 已

经感受到了 Debian 社区背后所隐藏的某种“病

态”。

“我第一次感觉到 Debian 的这种（病态），是

在 Debian 改变‘ /usr/doc’这一错误的文件保存路

径（系统文件的标准要求被保存在‘usr/share/doc’
中）的时候，完成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操作更改，

Debian 居然花了 6年之久。” 在 Joey Hess 看来，

这实在太荒诞了。

要知道，Joey 并不是为此离开的第一位前辈。

此前，Matthew Garrett 在 2006 年就指出了 Debian
决策效率低下的痛点，而他曾任 Debian Project
Leader（简称 DPL，是 Debian 的项目负责人）。

不过话说回来，Debian 毕竟是个志愿者组织，

社区的事情会被成员放在较后的优先级上，效率自然

低下。况且，Debian 组织庞大，事情也不像只有十

余名维护者的开源社区一样好解决。

但是，同样的问题引来了更多的人离开。2019
年 3 月，一位名为 Michael Stapelberg 的 Debian
包维护者在其个人博客发表了一篇长文，宣布退出

Debian 的维护。他的文章引起了 Debian 社区内外

的广泛关注。

Stapelberg 提到了几个星期前参加 Debian 聚

会时的感受，他表示这次聚会讨论的主题和几年前基

本一样，这使得他开始反思自己是否仍适合留在

Joey Hess 是 Debian 中的元老，颇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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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专题 古典主义 Debian

Debian 继续参与维护。

除此之外， Stapelberg 还在博客中抱怨了

Debian 糟糕的开发流程，认为 Debian 整个开发评

估流程都非常迟钝，比如：补丁的评估没有截止日期，

有时候他会收到通知说几年前递交的补丁现在合并了。

事不过三，这些开发者的离开足以警醒 Debian
内部。

02 改变

2021年 9月 28日，Debian 技术委员会

（Technical Committee）资深成员 Russ Allbery 站

了出来：

在 Allbery 看来，Debian 之前走错了方向。在

这一层上，Allbery 聚焦在“机制”上。而从 Debian
的现存机制上来看，Debian 为项目个人提供了极大

的自由。

Debian 把决定权交给了个人开发者，开发者可

以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进行管理。 Debian章
程（consitution）和 Debian policy manual 为开发者和

他们创建的软件包都能共存并且和睦相处提供了管理

框架。

当大家分歧不大的时候，这个机制基本上可行

（不然 Debian 也不会有效运行这么多年）。面对一

些特殊情况，Debian 社区的机制主要有两个：

1、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有权对技术相关的

政策做出决定，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开发者的行

为被判定为对发行版具有很大的破坏性，那么委员会

可以推翻 Debian 开发者的决定。

但是，技术委员会的决策权威在过去的一些争论

中受到了损害，比如委员会被个人开发者控诉不公平。

可能委员会在操作中的确存在不透明的地方，然

而 Debian 社区中过于鲜明的个体性，或许也难逃其

咎。正如 Stapelberg 所言，Debian 的一些维护者

出于个人喜好拒绝合作，维护者被给予的个人自由度

太高对 Debian 构成了严重影响。

2、一般决议流程（general-resolution
process）。也就是投票，项目成员可以通过投票来

改变或推翻技术委员会（或其他人）的决定、制定新

的政策，或者修改章程。

Debian的投票方式几乎是独一无二的。Debian
开发者不是简单地提供一个选项列表，而是自己创造

所有这些选项，通常会有大量的选项，而且经常会引

入许多相关讨论。

这个方案的初衷是希望能创造出尽可能反映整个

项目意愿的结果，因此 Debian 的投票方案允许一张

选票中包含许多差异不大的选项。

但是，这也是一个再拖沓不过的方案。比如，在

2019 年关于一场 systemd 辩论中，当时采用的是

一般决议流程。投票一直没能开始，当时的 DPL
Sam Hartman 就要求尽快对决议进行投票。

这让一些参与者感到很不满意。有人试图拒绝提

前投票，但没有成功，于是对七个选项的投票就正常

完成了。一些开发者认为这个过程又一次被滥用了，

也对整个项目造成了损害。

“这种面临决定时的怯步，是不健康的。Debian
在一些时候想要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同意’，但百分

百的一致是不可能实现的，总是会有人不满意。”

Joey Hess 认为，Debian 决策机制的缓慢是结构性

的。

我认为（社区的）章程建立在了一个错误的

基础之上，它太过于追求“控制想法”（minds
of the governed），而章程应该关注的是“流程

性细节”（procedural details）。当抉择艰难

时，我们需要创造出一个能够消弭分歧的机制。

这个机制甚至能够在我们失去立场的时候，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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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5日，Russ Allbery 为改革决策机

制拿出了一个提案：

首先，为了让技术委员会更加透明、公平，

Allbery 提议了一个新流程。新流程将允许任意一位

成员要求对一项公开决议进行表决，并立即开始投票。

但是，如果有任何一位其他成员在 24 小时内对投票

提出反对，那么这次投票将被取消。（如果这条规则

在 systemd 的争论期间就已经存在的话，也就不会

有匆忙作出投票这种情况了。）

其次，投票需要在这个决议首次被提出的两周后

开始，如果到那时还没有人能成功地发起投票，则自

动开始投票。这样一来，发起表决就不会拖得太久。

其中，实际投票前的讨论期长度是由项目负责人

决定的（这一点没有变化），但新的规则是将这个时

期的时长限制在两到三周。

对选票的任何实质性修改（例如增加新的选项）

将会使得讨论期至少再增加一周，但这个时长仍然不

能超过最长期限。如果讨论期能继续延长的时间少于

24 小时，就不能再进行这类实质性修改了。

项目负责人有权将讨论期缩短或延长一周，但缩

短讨论期的情况下也必须要确保至少还剩 48 小时的

时间。

如此一来，无论是哪个流程，都为讨论时间设置

了一个上限。同时，Allbery也准备了一些机制来防

止被迫投票的情况。“如果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觉得

自己被人欺负了，那么他就会更容易接受一个不符合

他意愿的决策。” Allbery表示。

03 行动

尽管离开了 Debian，Joey 还是在今年 11月的

一场访谈中表达了自己对 Debian 的不舍和热爱。

“如果说我在 Debian 的 18年有什么遗憾的话，

那就是在 Debian 章程最初制定的时候，尽管感觉到

了不妥，但我没有发声。”

同样地，当初 Michael Stapelberg 离开 Debian
也没有“脱粉回踩”，他只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能激励

Debian 做出改变，继而改进开发者参与维护的体验。

因此，他在博客中苦口婆心地列举出 Debian 的

问题（包括包的上传问题、bug追踪问题、邮件列表

归档问题等等），然后再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比如，

他认为项目应该努力实现更多的统一；Debian 文化

需要从“这个包归我管，你不能碰”转变为共同的所

有权意识等等。

自 1993年 9月 15日，Debian 0.01版发布至今，

Debian 已经经历了近三十个春秋。一个完全没有盈

利组织支援，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通过互联网协

调完成工作的组织，能够存在这么久是了不起的。

这么多年来，Debian 就是凭借这样的模式，给

用户提供了超过 25,000个软件，超过 50,000个软件

包，并正式支持 10个计算机架构。

或许，就是这些开发者与 Debian 之间的这种

“羁绊”，促使他们采取了行动。

2019年当选为 DPL的 Sam Hartman 表示，他

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改善决策过程。Hartman 也确

实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决策制定上，而且从结果来

看，Hartman 成功了，他推动了许多基于共识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 Debian 社区成员探讨了各种选择并得

出结论。

Russ Allbery 在 2021 年 9 月提出倡议时，

Debian 内部也开始了激烈的讨论，大家几乎没有什

么反对意见。进一步，Allbery 在 10月给出提案，的

确获得了社区内的多数同意。但是，这一举措需要进

行一般性决议投票（根据之前的规则），而且决议必

须以 3：1 的超级多数通过。

目前，Allbery 不希望匆忙提出一般性决议的要

求，而是希望等到他觉得有很大可能性能获得超级多

数支持之后再发起，因此他请求所有那些不支持现有

提案的人解释一下原因。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期待这些举措进一步落地，

希望这一改革真的能够改善 Debian 决策缓慢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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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开源近 10 年了，见过不少开源同路人。有人收获的是分享的满足感，

有人收获的是商业化的成果，也有人愤而离场，庆幸的是，认同、拥抱、参与开

源的人越来越多。

对于想推开这扇大门的新人，我想分享的是：参与开源，是非常简单的一件

事，完全不需要有心智负担。

参与开源 ≠ 写核心代码，大部分时候，我们是以一个开源项目的用户身份

来参与开源：

 使用：看到错别字，随手 PR 修改，遇到问题提炼出最小可复现步骤，提

交 issue，提升维护者跟进的效率。

 交流：参与日常答疑，踩到坑后写一篇踩坑心得反馈回来，为其他同路人

答疑解惑。

 动手：发现有 Bug 或者需要实现的 Feature，直接撸起袖子，提交 PR，
成为贡献者。

 动脑：成为核心开发者，参与 RFC 和 Roadmap 讨论，引领开源项目的

发展。

开源是可以渐进式参与的，再微小的一次参与，也有大大的价值，“为世界

带来更多微小而美好的改变”。

—— 天猪，EggJS 核心开发者

最近几年中国软件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从上层应用到中间件到数据引擎到操

作系统，都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开源软件，中国在开源软件的地位最终会和中国的

经济地位相匹配，同时形成相应规模的中文社区。

开源中国，大有可为！

—— 温绍锦，阿里巴巴资深技术专家、开源软件 fastjson 和
druid 作者

开源是一种真正成功的，由开发者构成的软件共产主义。通过开源，所有社

区开发者形成合力，极大降低了重复造轮子的内耗。使得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以

匪夷所思的速度向前迈进。

开源的势头就像滚雪球，时至今日已经势不可挡。希望能借《开源观止》，

让更多人了解开源，拥抱开源。祝《开源观止》越办越好！

—— 冯若航，Pigsty开箱即用开源 PG 数据库发行版作者

28 开源观止  2022 年 6 月随机排序，扫码看视频



聚焦星推荐

Keka 是一款 macOS 平台的解压缩工具，可以

快速创建具有高压缩率的压缩文件，还支持从多种类

型的文件中解压缩文件，其中包括 7z、 ISO、

DMG、TAR、ZIP和 Bzip2等类型的文件格式。

推荐官：OSC编辑部

推荐理由：

Keka 是 macOS 平台的老牌开源解压缩工具，

最早诞生于 2009 年，如今已有 13 年历史。别看它

年纪不小，但却保持“常新”，它在 2022 年前 4 个

月就已经更新了 3 次。除此之外，Keka 还紧跟最新

标准 ，目 前已 使用 7-Zip 21.07、 ZSTD 1.5+、

Sparkle 2.0，以及跟随最新的 macOS 设计标准采用

了圆角矩形图标。

默认情况下，Mac 其实是无法打开 Windows 平

台常用压缩格式 RAR 的，而且 Windows 常用的

WinRAR 也没有对应的 Mac 版本，但这都难不倒

Keka。如果有经常在Windows和 Mac之间来回传输

压缩文档的需求，Keka一样能够胜任。

Keka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特点就是极快的启动

速度，即便放在 10 年前的电脑上，都能做到“秒

开”。

Keka 支持中文，国内用户也能无障碍使用，是

macOS平台必装的软件之一。

https://www.oschina.net/p/keka

Pigsty是一款好用、安全、省钱的开源数据库发

行版，开箱即用。它以 PostgreSQL 为核心，打包

TimescaleDB、PostGIS、Citus 及上百余个扩展插

件。整合了生产环境所需的 PaaS 基础设施与数据分

析组件：将顶级 DBA 的经验沉淀为软件，一次性解

决使用数据库时遇到的各类问题。

推荐官：冯若航，Pigsty 项目作者，全栈开发

者、PostgreSQL 中文社区技术委员会常委，曾任职

于 Apple、TanTan、Alibaba，同时也是《DDIA》、

《PGInternal》译者。

推荐理由：

Pigsty是自动驾驶的运维解决方案，带有全面专

业的监控系统，与简单易用的高可用数据库部署管控

方案。用户只需声明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数据库，即可

将其一键创建：PostgreSQL / Redis / Greenplum。

作为一款简单易用的开发者工具箱，无论是下

载、安装、还是部署迁移备份恢复扩缩容，Pigsty 都

能一键完成。基于 Vagrant 的本地沙箱与 Terraform
的多云部署能力，让 Pigsty在所有环境中都能一键拉

起，带来统一的使用体验。用途广泛，可支持各类应

用场景：交易事务，数据分析，支持上层 SaaS 软

件，主机/应用监控，制作大屏或交付 Demo。
Pigsty 是开源免费的云 RDS/PaaS 替代，旨在

补全云原生运动的最后一块拼图——数据库。相比云

数据库，Pigsty 数据安全自主可控，简运维、低成

本、全功能、优体验可显著节省数据库运维人力与

50%~80%的综合成本，对各类企业用户、ISV、个人

用户都具有显著的价值与吸引力。

https://www.oschina.net/p/pigsty

Keka
推荐指数：★★★★★

Pigsty
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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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群侠传 3D重制版
推荐指数：★★★★★

《金庸群侠传 3D 重制版》是一个回合制战棋战

斗开放世界 RPG 游戏， 完整复刻实现《金庸群侠

传》游戏流程，可正常通关。重制版本采用了现代主

流的游戏引擎 Unity，核心流程使用脚本驱动，目前

支持 Lua和可视化图编辑两种模式，很方便编程扩展

指令。

项目作者：CG，奶爸、游戏爱好者、国产游戏

行业从业者。他在 996之余挤出时间写代码，伙同用

爱发电的网友们一起完成本游戏开发。

推荐官：OSC 编辑部

推荐理由：

这是一个非盈利游戏项目，项目目标为重制经典

游戏《金庸群侠传》并支持后续一系列 MOD 和二次

开发。玩家可以在 PC、Mac 或移动手机平台（或其

他支持平台）游玩。

复刻经典往往会有“翻车”的风险，稍有不慎就

会被玩家心中不容亵渎的情怀反噬。此次推荐的《金

庸群侠传 3D 重制版》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复刻，其不

仅使用现代技术重制，并向经典进行了致敬，还获得

了玩家的一致好评——从项目获赠的捐款可见一斑。

再说回项目本身，虽然这是一群同好“为爱发

电”的开源项目，不求盈利，只为情怀，但这并不意

味着粗制滥造，从公开的财务表可以看到，项目收到

的捐款大部分都用来支付给美术资源方面的外包制

作，例如人物模型外包和技能动作外包等。

此外，团队对项目结构、项目文档、技术栈、开

发计划和美术资源等内容都进行了十分清晰的说明。

最后，一句话推荐语：真开源，真硬核，真情

怀。

https://www.oschina.net/p/jynew

北海 Kraken 是一款基于 Flutter 构建的高性能

Web渲染引擎。

推荐官：染陌，Kraken 项目开发团队成员之

一，阿里巴巴大淘宝前端架构团队前端技术专家，

《剖析 Vue.js内部运行机制》作者，W3C CSS 工作

组成员。

推荐理由：

北海 Kraken 是一款基于 W3C 标准的高性能渲

染引擎。其底层基于 Flutter 进行渲染，通过其自绘

渲染的特性，保证多端一致性。同时，上层基于

W3C 标准实现，拥有非常庞大的前端开发者生态，

无论开发者使用 Vue 还是 React 或者其他前端框

架，都能用前端开发者熟悉的方式开发一个 Kraken
应用，保证了上层业务开发的效率。

同时，针对一些 Webview 的常见问题，比如长

列表、首屏加载慢，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内置解决。

这让 Kraken开发者可以开箱即用这些能力。

此外，Kraken 通过插件能力，融合了 Flutter 与
Web 生态，能将 Flutter 生态作为 Web 能力的一部

分，用 Native的方式去解决一些 Web上难以处理的

性能等问题，弥补Web的不足。最后，Kraken 基于

开放的 TSC 社区协作机制，公开透明所有规划进度

以及协作流程，期望拥抱社区，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能

被听到，共同促进 Kraken以及Web标准的发展。

https://www.oschina.net/p/openkraken

北海 Kraken
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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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运动已经走过了 40 年，dubbogo 也进入了第 7 个年头，对齐了

dubbo 所有版本，实现了与 dubbo、Spring Cloud、gRPC 生态的互联互通，未

来还将与 RocketMQ、MySQL 等更多系统互联互通，达成“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Dubbo and X”的新使命。

在 2017 年 OSC 源创会年终盛典上，我开始对外宣传 dubbogo，从此它为

国内开源圈所知。可以说，OSCHINA 提供的平台是 dubbogo 能够迅速发展起

来的起点。欣闻 OSCHINA 推出了《开源观止》，作为老朋友，个人对此消息很

是振奋：会有更多类似于 dubbogo 这样的新项目，有机会借助 OSCHINA 推出

的这个新平台作为起点，为国内用户所知，走向世界。

—— 于雨，dubbogo 社区负责人、阿里开源大使

开源之于技术的浩瀚星河无异于一颗超新星，年轻而又活力四射，她代表着

更加全方位的协作与共享，从平等性、开放性、中立性等多个维度，重新定义了

软件世界中的生产关系。

OSCHINA 十年如一日，为中国开发者提供土壤、空气和水，致力于构建与

世界同步的技术社区，服务本土开发者生态。作为先驱，我们有幸见证了上一个

十年的破土和萌芽；作为信仰者，我们会持续输出，为构建次世代的开源集市而

努力，不忘初心，志存高远，勤勉笃行。

—— 李晨，开源中国社区负责人

开源中国围绕开源软件长期提供最新开源信息和技术分享，已然是国内最重

要的全方位开源平台。相信透过《开源观止》聚焦，可以更上层楼，结合开源社

区与资源，推动基于开源的开放式创新与商业模式。

—— 黄鸿文，OIN（开放专利联盟）亚太总监

近几年开源社区持续繁荣，开源精神正在社区开发者中蔓延和渗透，开放、

协作、包容的精神吸引了越来越多有抱负的开发者，他们崇尚自由、追求平等、

勇于创新，他们就像一颗颗种子，在开源社区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开源社区也因他们而变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DevUI 作为华为首个前端开源项

目，从社区受益的同时，也希望将自己多年在组件库的实践回馈到社区，为开源

社区的繁荣贡献一份力量。祝越办越好，成为国内开发者参与开源的沃土！

—— Kagol，DevUI 开源运营

开源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协作方式，让不同国家、企业的工程师共同构建数字

时代的“巴别塔”；开源降低了软件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让真正的优质项目更容

易脱颖而出。如今，中国全社会都在关注开源，大家都在思考国内开源事业如何

蓬勃发展，《开源观止》的面世恰逢其时，期待它成为开源领域最受读者喜爱的

信息来源。

—— 袁进辉，一流科技 OneFlow创始人&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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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源许可证：

双许可、先决条件、附加条款，都是啥？

随着开源事业的快速发展，开源的法律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许可证使用及纠纷” 之类的话题常常

引起热议。OSCHINA 编辑部邀请业内大咖共同探讨许可证的冷门及热门问题，一起构建一个更开放的软件世

界。

主持人

王晔倞（头哥）：支流科技技术 VP、Apache APISIX Committer

分享嘉宾

谭中意：星策开源社区发起人、国际开源合规标准 OpenChain 中国工作组联合创始人、中国开源推进联盟副

秘书长

邓超：律师、法学博士

李欣博：公司知识产权顾问

话题 1

开源许可证 = 合同

王晔倞（头哥）：在当下环境，开源许可证的法

律效力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李欣博：之前有人提到，许可证相当于社区的基

本法。对我们法律人士来说，基本法的概念是由公权

力机关制定的一系列规则。但事实上，许可证算是社

区自治，去制定规则，这一部分我们不叫规定，更倾

向于叫约定。那么它背后所承载的规定也不是基本法，

我们更倾向于看做是合同。

而且去年判下来的罗盒公司的两个案子，法院首

次认可了 GPL 许可证的合同效力，基本上算是整个

开源圈和知识产权圈子里石破天惊的案子。今天我们

就以罗盒的案子为一条故事线，跟大家聊聊，许可证

到底是怎样的流程逻辑，以及怎么样让大家去遵守上

面的各项约定。

李欣博 邓超谭中意王晔倞（头哥）

32 开源观止  2022 年 6 月

https://my.oschina.net/oscpyaqxylk/blog/5524378
https://my.oschina.net/oscpyaqxylk/blog/5524378


聚焦聚焦

邓超：我觉得不算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性质只

是一个合同。我觉得罗盒的特点是：之前的案子并不

是开源作者起诉了使用者，而是被侵权的软件中可能

有开源的东西，那么被告拿这个来抗辩说因为你这个

软件开源，所以我不侵权。

罗盒的案子和其他案子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一

个纯粹意义上的开源软件作者，起诉了使用者名单。

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可能也在这里。但我觉得就许可

证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合同。

李欣博：这个案子涉及的案情非常复杂，判决书

是一个非常教科书式的判决。我先简略地把几个主要、

想讨论的点介绍下。

权利人其实就是罗盒公司。权利人对外开放了一

个软件，最终选择的许可证是 GPL。被告使用了这

个软件。依照 GPL 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 你使用

了 GPL，那么在 GPL 之下的代码，除了独立可区

分的部分外，衍生作品的那一部分也要全部开源出来。

但是被告并没有开源，而是直接进行了商业化的使用，

原告就去起诉了被告。

法院最后判决说，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这里

就有一个合同和侵权相关的问题，后续我们会聊到。

那先聊下它为什么会变成赔偿？在这个起诉过程

中，法院认定罗盒在开始进行开源时，使用了 GPL
协议，这个 GPL 协议是受法院认可的，法院认为它

构成了一个合同。被告的修改、分发行为发生了之后，

相当于被告已经接受了 GPL 这样的一个合同，这个

合同变成了双方的共同意愿。

在合同约束双方的前提下，被告没有履行相应

的开源义务，所以就丧失了 GPL 赋予他的权利。最

终，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50 万元人民币。简单来

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案情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邓超：我来更新一下，现在是有两个案子，一个

在广州判的，一个在深圳判的，都是判了 50 万。广

州判的那个案子没有上诉，一审就生效了，并且这个

案子刚刚被评为 2022 年十大典型知识产权案例。还

有一个案子我了解是上诉了，还没判下来。

谭中意：罗盒案原作者第一个案子是告百度的一

家关联公司，然后成功赢了 50 万，第二个案子是腾

讯等一系列公司，判偿 50 万，这个案子具有可复制

性。

邓超：在这个案子里，法院认可 GPL 的效力。

那么 GPL 的效力，我们说它是一个合同，不具备普

世约束力，只对合同的相对方才有约束力。比如我现

在就不受 GPL 约束，因为我并没有使用 GPL 下的

开源软件代码。

那么就合同来讲，其实并不是一定要大家必须盖

章签名才生效，可能我们的某些行为发生，就能实现

合同生效，比如大家天天点击的 “我同意”。可能

也没什么人看 “我同意” 里具体是什么内容，但通

过这个点击行为，实际上就和软件作者或服务提供者

建立了合同。

许可证在美国法律体系下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主

流观点认为它不是合同，是一个版权许可。因为美国

有两套法系，联邦法和各个州的法院，版权和知识产

权在美国属于联邦法院管辖，所有州都一样，合同法

可能各个州就不一样，除非是联邦法，否则每个州的

法律只在当地有效。那么许可证到底是划为版权还是

合同，就很重要了。但是在大陆法系，合同也好、许

可也好都是一样的，因为咱们许可也是一个许可合同。

我就简单补充这么个背景。

谷歌赞助了 2022 年 F1 车队迈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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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2

双许可模式：一种最古老的开源商业模式

王晔倞（头哥）：当下许多企业希望在使用开源

软件的同时，也能实施一些闭源的控制，因此推动开

源社区步入知识产权丛林。今天，我们就从双许可、

先决条件、附加条款这三个问题切入，来聊聊那些相

对冷门且复杂的许可证问题。

进入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很多开源软件只

有一个许可证。谈到双许可，很多人都会纳闷，它到

底是怎么实现的，作用和不足又分别是什么。

谭中意：我来简单说一下开源软件中的双许可。

说实话，不止双许可，还有三许可，只要软件版权所

有者愿意就可以了。

谈回双许可，这是开源软件里面进行商业化的一

种最古老的商业模式。最早是 MySQL 提出来的，

应该已经有 30 年了。它采用的模式是：MySQL 的

源码用 GPL 的方式对外发布，GPL 下的 MySQL
用户有两种，第一种是各种互联网厂商把 MySQL
部署在内部，没有涉及分发的环节；另一种是像

CRM、SAP 这种 ERP 公司，要将其部署到客户系

统里面去，所以就会涉及到发布的行为，其实就是商

业行为。这种商业行为恰恰是属于受 GPL 约束的范

围， GPL 要求你在进行软件发布时，也必须要采用

GPL 开源。

显然基于 MySQL 做 CRM、ERP 的厂商肯定

是不愿意开源的。所以 MySQL 背后的厂商还提供

了另外一个商业许可，选择这个特定的商业许可，你

就不用对外开放你的源码，包括你的 CRM、ERP
这种核心竞争力就不需要开放。如果购买了商业许可，

双方可以谈交易。

双许可的可行性依靠的两个方面，第一是 GPL
传染性带来的被迫开源。第二，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

法治环境。如果法治环境不是很好，侵权无处可告的

话这个模式也是不成立的，只有在法治环境很好的情

况下，才可以采用双许可的开源模式。

除了 MySQL，X264 也采用双许可。X264 是

一个开源的 H.264/MPEG-4 AVC 视频编码函数库，

它能把视频编码成 264 媒体格式，目前来说也是性

能最好的。

有很多国内外厂家在开发 video player 或一些

视频解码、视频播放、直播类软件的时候，是要用到

X264 的。这时候，要么采用 GPL 开放源码，要么

去谈交易。比如按照客户数量收费，假设客户特别多，

上千万的客户，那么就去谈一笔几百万美金的买卖。

在国外这种案例比较多，国内相对较少，但我相信随

着罗盒案一出，采用双许可的企业也会多一些。

话题 3：

只有 OSI 认证的才是开源许可证？

王晔倞（头哥）：感谢中意老师。确实是这样，

我记得五六年前，我刚接触开源的时候，一个开源相

关的话题，可能场子里都没几个人在听，但现在我们

已经在讨论打官司、双许可的问题了，这是好事。说

明关注的人变多了，使用范围变大了，国内市场也逐

渐火热起来了，不再是一小撮人的自嗨。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请欣博老师来谈

谈许可证中的先决条件的问题。

李欣博：说一说今天给我布置的作业。我收到了

一个叫 The Atmosphere Licenses 的许可证，这个

许可证里面涉及到一个道德标准，也涉及到一个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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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同时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材料。所以接下来和大

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个人的体会，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The Atmosphere Licenses 这个许可证非常特殊，

它带有化石燃料撤资的条款，也就是说如果涉及到化

石燃料企业的话，是不会给予许可的。在这里我先说

一下，我觉得人类共同体一定要共同应对气候危机。

但今天我们先不做道德讨论，先来聊一聊法律。就是

这个许可证，是不是涉及对特定领域或者人群有歧视

的问题。

刚刚我们提到 OSD（即“开源定义”，由 OSI
制定） 对开源软件的十个标准，其中第六个就是不

歧视。那么 The Atmosphere Licenses 在自己的网

站上也明确说明了，他们和这个是一致的。那么我们

先看下 OSD 第六条标准说的是什么，是不歧视每一

个领域。就是说禁止限制特定的人在特定的领域使用

这个程序，比如说不可以限制在企业中使用，或者用

于研究。

对于 The Atmosphere Licenses 我是这样理解

的，The Atmosphere Licenses 认为这个许可只能给

非化石燃料、对大气无污染的企业去使用，这是它的

先决条件。

但是这个规定是如何符合 OSD 的第六个标准？

The Atmosphere Licenses 采取的方式是不限制你的

使用，我们只是不给你一个 re Licensing。大家可以

去 看 The Atmosphere Licenses 的 第 七 条 re
Licensing 规定，你们任何一个人使用，我们都要给

一 个 re Licensing， 就 是 许 可 ， 但 是 这 个 re
Licensing 在给的时候，那些对大气有污染的企业，

是不给许可的。

听到这，大家可能会有点晕，我再稍微总结下。

The Atmosphere Licenses 是想要符合 OSD 标准的，

尤其是第 6 条定义。为了符合这个标准，它就说不

限制我们的软件在任何领域的使用，我们只限制 re
Licensing —— 所谓的先决条件。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不给你许可，但允许你使用，这个法律逻辑是说不

通的。

我们再回到 OSD，它除了第六条之外，还有一

条叫不得歧视任何人和团体。而在 The Atmosphere
Licenses 里面，不做道德讨论的话，至少它是不允

许有大气污染的企业使用 The Atmosphere Licenses

下的项目代码。所以我个人觉得，处于某些领域的人

群、公司，包括相关机构还是不能用这个许可证，因

此它存在一定的违反非歧视的规定。

再回过来看，是不是只有 OSI （开源促进协会）

认证的许可证才是开源许可证，其实这才是我们最开

始要在 The Atmosphere Licenses 里面讨论的一个

问题。我认为，开源许可证其实不一定非得经过 OSI
认证，但是经过 OSI 认证其实是给大家节省了很多

时间，包括不需要每次都向法律人士咨询，你可以直

接去看 OSI 认证过的许可证，你就能确定它能商用、

没有歧视、没有什么领域限制。

话又说回来，即使 The Atmosphere Licenses
没有通过 OSI 的认证，它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对软件

进行个性化处理。因为知识产权是一个私权，所谓私

权就是 —— 我的东西我做主，所以在进行处理的时

候，有一个道德准则，他认为人类要共同应对气候危

机，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只允许部分企业使用，对部

分企业开源，我认为这个事情本身是可以的。不符合

OSD，不代表他不能这样去处理自己的知识资产，我

觉这个方向上讲是没有问题的。

我特别关注了下这个许可证，我觉得这个许可证

本身做得非常好。它有很多条款，包括对化石企业撤

资、必须保护森林、必须要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等

一些单独的条款。当你选择它的时候，下面会立马显

示出一些补充条款，然后你选择你想要再许可的使用

样式。比如我除了关注化石燃料的问题，我还很关注

植树造林的问题，那么砍伐类的公司我也不想让它用，

我就点了，点了之后，会根据选择的条款，生成一个

定制化的许可证，然后就可以贴到自己的许可证里了。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这个许可证在用户操作界面做得

挺好的，是非常用户友好型的。

我自己的知识成果，我对它设立一定的先决条件，

符合先决条件的企业才能去使用这些软件代码，这本

身是可以的。

35 开源观止  2022 年 6 月



聚焦聚焦

话题 4：

许可证中的附加条款

王晔倞（头哥）：许可证中不仅出现了先决条件，

有些可能还有附加的条款，接下来我们请邓律聊一聊

附加条款是什么？

邓超：先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OSI，不能说只有它

批准的许可证才能叫开源许可证。那从法律来讲，无

论是汉语的开源，还是英语的 Open Source，它不

是一个注册商标，不是 OSI 可以垄断的。到底什么

是开源，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如果单从字面

上来讲，我们说源代码是开放的，就可以说是开源的

了。当然 OSI 有自己的商标，OSI 就是它的商标，

然后它去说我认可的就是 OSI 认证的这是可以的，

但它不能去 “垄断” 开源。

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对这个事看法肯定

不一样。开源至少从法律上来讲，并没有被 OSI 垄

断。

回到我们现在的正题，附加条款，这可能是一个

比较简略的说法。我们刚刚提到了，许可证就是一个

合同，你情我愿的事情，我可以随便用。我见过比较

奇怪的许可证，比如有一个 Jason Hunter 许可证说

你要用我的代码，你要去买一本 Java 实践最新版的

参考书，参考书作者就是 Jason Hunter 这个人。这

肯定也是合法的，并没有什么违法的情节。

根据商业目的选择一些现有的许可证，比如

GPL 或者 MIT 等等，对于一个程序员来说没有什么

门槛。但是很多情况下，现有的许可证可能没办法满

足我的需求，这时候就需要自己写一个许可证。比如

有客户跟我说，他希望别人拿代码后，不要去申请专

利，那现有的许可证就不太行。我们就需要帮客户写

一个许可证，但是又不能在许可证中直接写 “禁止

别人去申请专利”，这样是违法的。因为你有一个新

点子，去申请专利，这是宪法性权利，不可能说许可

证里把你这种权利给剥夺了，这是违法的。所以在法

律上需要进行设计。

也有客户说，希望他开源的代码希望避免 Fork，

别人可以拿他的代码去改，但是改之后的代码不能开

源只能闭源。那这种情况下，许可证也没法用，我们

就需要在法律框架下写一个合法的许可证。

我们今天提到的 The Commons Clause 也是一

个许可证，他规定你不能拿我的软件去商用，无论你

是直接卖许可还是通过维护更新升级来收钱，都不可

以。2018 年的时候，有公司 —— 一般是云厂商，

云厂商比较容易搭开源的便车 —— 去搞商业化，赚

的盆满钵满，但回馈开源社区的比较少。于是开源厂

商就纷纷更改许可证。因为 GPL 的触发条件是分发

才会触发，不分发、没有软件副本的交换就不会触发。

那么像云、SaaS 这些不涉及软件副本的下载，就不

涉及分发，就不用遵守 GPL，所以针对这些云厂商，

就搞出来 AGPL、SSPL，那么就有软件比如 Redis
把 自 己 的 协 议 变 成 Apache 协 议 加 上 The
Commons Clause 附加条款，不允许你商用。

当然就有人批评 Redis 这个公司，说 Apache
+ The Commons Clause 非商业的许可是有些多余

的，因为现在 AGPL、SSPL 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当然这本质上是一个商业行为，就是我这个公司、我

这个主体或是团体发现现有许可证满足不了我的时候，

我就采用能满足我需求的许可证，不论是我自己写也

好，还是用 Apache + The Commons Clause。

因为 The Commons Clause 禁止商用，它就不

符合 OSI 对开源许可证的定义。所以曾经有一些软

件公司，它把自己的许可证，比如 Apache 加上

The Commons Clause，但对外还是宣称自己的

Apache 或者是经过 OSI 认证的许可证，那么这个

就不对了。但它可以说自己是开源的，因为开源是源

代码可用，并且开源不是一个商标，它的定义也没有

特别精确，所以我觉得说开放源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能说是 OSI 认证的。The Commons Clause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附加条款，就是这么一回事，很

简单——禁止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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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PHP和 OSC相伴十一年了，见证了开源中国和国内开源的成长。作为一

个资深开源爱好者，深知国内开源成长的不易和艰辛，非常感谢 OSC的这份土壤，

希望 OSC 能继续扛起开源这面大旗，引领国内开源爱好者走得更好更远。祝《开

源观止》越办越好！

—— ThinkPHP 刘晨

“开源加速创新，技术创造价值。”祝贺开源中国 OSCHINA《开源观止》发

布！开源软件运动已为软件世界带来了生生不息的燎原之火，中国开源生态的发展

正为渴望创新的开发者创造更加自由的环境。在“技术创造价值”使命的引导下，

我们将商业化软件 DeepFlow 核心的可观测数据引擎 MetaFlow 正式开源，愿与全

球的开发者一起践行自由共享、开放协作的开源精神。

—— 来源，云杉网络创始人兼 COO

开源已经成为我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必不可缺的部分了。相信开源可以给更多人

带来学习和工作上的便利，也可以让更多技术爱好者享受开源交流和协作的乐趣。

期待《开源观止》带来关于开源更多维度的分析和普及。

—— 狮子的魂，原语云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多个开源软件的作
者和维护者

中国开源萌芽于 20 年前，至今已经进入了蓄势待发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阶

段中，开源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分享、传播、交流以及引领的平台，帮助广大

的开发者以及企业互联互通，共同创造。

在此，热烈祝贺《开源观止》在这个春夏之交发布！期待未来，给开发者带来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希望在开源中国和《开源观止》的助力之下，中国的开源事业

能够越来越壮大，润泽万物，奔涌向前！

—— 王小虎，浪潮云溪数据库产品负责人

十多年来，开源中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国内开源生态的发展，为开发者提供从

信息到工具的各类服务。今天我们推出新的内容策划《开源观止》，用一种新形式

展现开源生态的各个方面。“观止”的意思是“看到这里就足够了，不用再看别

的”，当然有点夸张啦，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大家开卷都能有所收获吧。

—— 红薯，开源中国创始人

开源中国成立至今已经 14个年头，特别是 9年前推出的 Gitee/码云让我们从

一个内容社区进化为工具平台，践行了我们不断为本土开源生态添砖加瓦的初心。

今后我们会牢记“推动中国开源高速发展，汇聚世界开发者智慧”的使命，而《开

源观止》则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新尝试。我们坚信：开源世界，叹为观止！

—— 马越，开源中国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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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万 Star 全部归零，项目作者：十分后悔

PyTorch 官宣适配 Apple M1，支持 GPU 加速，训

练速度提升 7 倍

由于搭载 Apple M1 芯片的 Mac 具有统一的内存结

构，GPU 可以直接访问完整的内存存储。这使得

Mac 成为机器学习的绝佳平台。

W3C 发布 WebAssembly 2.0 初版草案

在已完成的 WebAssembly 2.0 提案中，包含的内容

有：固定宽度的 SIMD、批量内存操作、引用类型、

JavaScript 的 BigInt 对 WebAssembly i64 的支持、

对多返回值的支持，以及全局可变的导入 /导出。

WebAssembly 还有一些讨论中的提案正在进行，主

要围绕着分支提示、尾部调用优化、异常处理、后

MVP 线程功能、宽松 SIMD 和其他暂定建议等。

JFinal 5.0.0 发布，开源十周年

时光飞逝，至简永恒， jfinal 开源十周年之际祝你

bug 少头发多，也希望 jfinal 在下个十年里继续陪伴

着你！

Rust 公布 2024 年路线图，将降低学习门槛

Rust 语言的学习门槛之高是屡屡被人诟病的一个问

题。在 2 月份发布的 2021 年 Rust Survey 调查中，

受访者近万名，有 83% 的人认为在生产环境中采用

Rust 十分具有挑战性。在过去多年的调查中，学习

曲线太陡峭的问题一直存在，这也是很多人不使用

Rust 的主要原因之一。

NVIDIA 正式开源其 Linux GPU 内核模块

据 NVIDIA 的说法，此举只是该公司更广泛的开源

计划的第一步，旨在 “改善在 Linux 中使用

NVIDIA GPU 的体验、与操作系统更紧密集成以及方

便开发人员调试、集成和回馈”。

Apache Doris (incubating) 1.0 Release 版本发布

这是 Apache Doris 在进入 Apache 基金会孵化以

来的第一个 1 位版本，也是迄今为止对 Apache
Doris 核心代码重构幅度最大的一个版本！有 114 位

Contributor 为 Apache Doris 提交了超过 660 项优

化和修复。

该版本引入了向量化执行引擎、Hive 外部表、

Lateral View 语法及 Table Function 表函数、Z-
Order 数据索引、Apache SeaTunnel 插件等重要功

能，增加了对 Flink CDC 同步更新和删除数据的支

持，优化了诸多数据导入和查询过程中的问题，对

Apache Doris 的查询性能、易用性、稳定性等多方

特效进行了全面加强。

openGauss 3.0.0 版本正式发布

维护生命周期为 3.5 年。3.0.0 版本在高性能、高可

用、高安全、高智能、工具链等方面都有持续创新和

突破。

MOSN 1.0 发布，开启新架构演进

Archttp 0.1.0 发布更新，像 ExpressJS 真简单！

DLang 编写的轻量级框架，性能比肩 Fasthttp 等，

语法清晰明了，这次调整也更倾向于轻量化设计的

ExpressJS，十分优雅，开发体验堪称优秀。

cURL 之父参与开源 30 年的经验总结：Uncurled

curl 创始人 Daniel Stenberg 宣布了一个新的开源项

目：Uncurled。这是一份面向开源爱好者的开源文档，

Daniel 通过梳理自己参与开源 30 年的经验教训，

将这些想法和经验转化成了文字。

Erlang/OTP 25.0 发布

Erlang 是一种通用的并发函数式程序设计语言。Erlang
也可以指 Erlang/OTP 的通称，开源电信平台 (OTP)
是 Erlang 的常用执行环境及一系列标准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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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以 440 亿美元收购 Twitter 并宣布将开源，

算法仓库瞬间 5k+ star

在宣布被马斯克收购的几个小时内，Twitter 的

GitHub 主页多了一个“the-algorithm（算法）”仓

库，目前该仓库还空无一物，但已经收获了 5K + 的

Stars。

Ubuntu 开发商 Canonical 计划 2023 年上市

预计到 2025 年，全球操作系统市场将达到 3005.6
亿美元的规模，并实现 12% 的复合年增长率。

游戏引擎开发商 Cocos 完成 5000 万美元融资

试问哪个写过图形游戏的大学生没用过 cocos-2d？

CPython 3.11 比 3.10 快 25%

CPython 3.11 的性能改进主要集中在更快的启动和

更快的运行时，这些优化大部分来自于 PEP 659 ：

自适应解释器。其运作思路跟 JIT 有点相似，都是

识别热点代码，但自适应解释器的工作范围无法脱离

字节码。目前 PEP 659 提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但

for 循环和二进制操作的动态优化仍有待完成。

FASTJSON 2.0 发布

FASTJSON 2.0 是 FASTJSON 项目的重要升级，

目标是为下一个十年提供一个高性能的 JSON 库，

同 一 套 API 支 持 JSON/JSONB 两 种 协 议 ，

JSONPath 是一等公民，支持全量解析和部分解析，

支持 Java 服务端、客户端 Android、大数据场景。

Docker 融资 1.05 亿美元，公司估值达 21 亿美元

仅仅两年前，Docker 还在困境中，不得不出售其企

业部门，更换首席执行官，并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

开发者平台。2021 年年中，Docker 仍难以找到自

己的立足点和成功的商业模式。

Flutter 3

Flutter 3 完成了谷歌从以移动为中心到多平台框架的

路线图，提供了 macOS 和 Linux 桌面应用程序支

持，以及对 Firebase 集成的改进，获得了新的生产

力和性能特性，并支持 Apple Silicon。

Pigsty 1.4 正式发布

全新的模块化架构：四大内置模块 INFRA、NODES、
PGSQL、REDIS 可以独立使用并自由组合；新增时

序数据仓库 MatrixDB 部署与监控支持；新建设了全

球 CDN 加速下载；此外，Pigsty 完成种子轮融资，

产品定位与战略进行重大升级，作者表示将全职出来

投入到此项目中。

谷歌向 CNCF 捐赠 Istio

按照规划，Istio 本来就要捐赠给 CNCF；但 2019
年谷歌却打破与 IBM 定下的协议表示不捐了；2020
年谷歌将 Istio 的商标转让给了新成立的一个谷歌自

建 的 “ 中 立 ” 组 织 Open Usage Commons
（OUC）……

openEuler 22.03 LTS 版本发布

这是欧拉捐赠之后的首个社区共建版本，也是首个支

持数字基础设施全场景的长周期版本。该版本采用统

一的 Linux Kernel 5.10 内核，合入了社区前三个创

新版中经过商业验证的特性，包括 EulerFS 文件系

统、内存分级扩展 etMem、轻量级容器 OS 等，新

增代码 2300 万行，并在欧拉构建起分布式软总线能

力，实现欧拉与欧拉设备的自发现、自连通，欧拉和

鸿蒙设备的自发现。

Redis 7.0 发布

印度政府新计划： 2023 年底交付世界级 RISC-V
芯片

目前印度本土 RISC-V 处理器拥有两款成品芯片：

Shakti 和 Vega，但这两款芯片的架构并不先进。最

新版本的 Shakti 基于 180nm 工艺，使用 32 位内

核，运行频率在 75Mhz ~ 100MHz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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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有其迷人的气质，以至于如此之多的人们，对开源有着至深的爱恋情

怀而不能自拔。究其本质原因，我觉得是开源让人们深深体会到“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巨大感召力，让人们忽然发现“大同世界”在软件世界似乎已经触手

可及，让人们欣喜意识到程序员最终可以为自己工作而不再受雇于资本家。然而，

开源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想一定不是开源爱好者想象的那么美好，也一定

不是反对者所设想的那么悲观。

—— 卫剑钒，《大教堂与集市》译者

过去的 2021年是中国开源最活跃的一年。2022年，各大厂商也开始加入到

开源项目的建设。可以预见到，未来中国的开源项目市场会越来越好。

作为在中国开源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技术媒体，开源中国推出《开源观止》

也是恰如其分。希望《开源观止》积极地推动中国开源市场向前，让“开源”惠

及每一位开发者。

—— 王向阳，象圈社区

开源远不止于软件，它是截至目前人类社会大规模协作的成功范式，是个体

领导力与群体凝聚力的体现；它以命运共同体为纽带，链接了全世界的志同道合

者。华夏大地亦身在其中，让我们携手共进，扬开源之思，行开源之道。祝福并

期待《开源观止》发布！

Embrace open source, embrace the future !

—— 杨振涛，vivo 互联网技术开源运营

开源技术社区是开源软件发芽和生长的土地。开源人在其中共享创新成果，

为开源软件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良性竞争的同时促进软件技术发展。

万物互联的时代，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才能更好地走向共赢。相信《开源

观止》将成为开源人心灵沟通的桥梁，祝愿它越办越好！

—— 李蒙，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操作系统产品部副总经理

几年前在 OSC 开凿了一条小溪，虽是涓涓细流，却依傍于山川脉络逐渐汇

聚成小河，流经各处。它纵然无法成为滔滔激流，但每一片水源都有它独有的价

值，也滋育着一方之土。

开源亦如是，每个开发者都能将自己的认知分享，与庞大的互联网技术群体

建立通道，成为开源世界的一种组成元素，我想这也是《开源观止》创办的初衷

之一。愿未来，国内能诞生更多优秀的开源大动脉，为开源注入全新的活力。

—— 贤心， Layui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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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纯粹主义：

每一颗螺丝钉都必须是自由的！

“我使用一台 Thinkpad T400s 电脑，它有一个自由的初始化程序 Libreboot 和一个自由的操作系统

Trisquel GNU/Linux。这是 FSF 认可的计算机之一。”

自由软件运动创始人 RMS 在其个人博客上谈到了自己最新的计算机配置。此前，RMS 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使用的是一台中国产的龙芯电脑 —— 由中科梦兰出品的 9 英寸迷你笔记本，同样配置了自由初始化程序

PMON 和自由操作系统 gNewSense。不幸的是，坊间传言这台伴随了 RMS 多年的电脑在他的一次阿根廷

之行中被当地小偷顺走了。

作为自由软件运动的精神领袖，RMS 对自己的

电子设备所运行的软件代码要求 100% 自由开源，

并在生活中处处与专有软件划清界限，甚至达到了很

多人看来近乎 “偏执” 的程度。

例如，RMS 至今仍然拒绝使用任何品牌的手机，

因为他认为 “手机是跟踪和监视设备，它们都使电

话系统能够记录用户的去向，并且许多（也许全部）

手机都可以远程转换为监听设备。” 经常外出游历

的 RMS 为了能够随时随地开展工作，不惜把笔记本

电脑用绳子挂在身上也不愿使用移动设备。

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下，RMS 都坚持使用现

金进行支付，以避免任何商业机构获取其个人信息进

而侵犯其隐私，只有在购买机票、租赁汽车、入住酒

店等服务提供方必须知道其个人信息的场景下才使用

信用卡进行付款。

当私下与友人合影或被别人拍下时，RMS 会要

求对方不要把照片放到 Instagram 或 Whatsapp 等

所有 Meta 公司（原 Facebook）旗下的社交平台上，

因为 “该公司会跟踪出现在照片中的人。”

RMS 用绳子把笔记本电脑挂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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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 将自由软件的精神写进了 GNU 章程，并

以身作则地对所有意图 “侵犯个人隐私” 的非自由

软件产品说 “不”。他的这种特立独行、充满极客

精神的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不少开源爱好者

的追随。这些 GNU 精神的追随者在社区中被人们称

为 “纯粹主义者”。

01 电脑里的每一颗螺丝钉都得是自

由的

纯粹主义者遍布各大开源软件社区，他们同

RMS 一样，希望自己使用的所有软件都尽可能是自

由和开源的，以避免不明代码的闭源软件收集自己的

任何数据。而操作系统作为集成所有软件的中枢，自

然受到了重点关注。

在这些容不得一点 “闭源” 沙子的纯粹主义者

眼中，各大开源操作系统采用的固件成为了他们的

“眼中钉”。

固件（Firmware）是指硬件设备内部自带的代码

模块，操作系统中对应的驱动程序通过固件与硬件进

行交互，才能按照标准的设备驱动实现特定硬件的运

行动作，比如显卡、光驱、刻录机、蓝牙、无线网卡

等都有内部固件。这些固件不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

通常来自第三方硬件供应商的预编译，且大部分代码

不是开源的。

GNU 项目在自由系统发布指南中对这些固件进

行了明确的定义：

 有些应用和驱动需要固件才能工作，而有时

该固件只以目标代码的形式发布，其许可证也是非自

由的。我们称这些固件为 “blobs”。在大多数

GNU/Linux 系统中，你会发现它们在 Linux 内核中

和某些驱动软件一起发布。这些固件应该从自由的系

统发行版中被移除。

 blobs 有很多形式。有时，它们以单独的文

件提供。有时，它们结合在驱动软件自身的代码中。

比如，它们可能以大数组的形式编码。但是，无论如

何编码，任何非自由的固件都需要从自由系统中移除。

自由软件基金会（FSF）认为一个符合 GNU 精

神的自由操作系统不应该包含这些闭源固件，一些

FSF 社区核心开发者甚至为 Linux 内核开发了一系

列能够移除非自由固件的脚本。

GNU 项目还提供了一个所有固件完全自由开源

的 Linux 内核分支 GNU Linux-Libre，在该项目的说

明下顺带抨击了 Linus Torvalds 主导的 Linux 内核

社区 “包庇” 这些非自由固件：

 Linux 是由 Linus Torvalds 等人开发和分发

的内核，包含非自由软件，即不尊重您的基本自由的

软件，它会诱使您安装它不包含的其他非自由软件。

即使将所有固件从 4.14 版移到一个单独的项目之后，

由 Torvalds 先生发布的 Linux 所谓的 “源代码”

仍然包含伪装成源代码的非自由固件。

事实上，因为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并不在意自己

电脑里的每一个角落是否都自由开源，所以大部分

Linux 发行版都会直接采用第三方供应商提供的闭源

设备，比如 Wi-Fi 和蓝牙这类开箱即用的硬件。毕

竟从成本考虑，这些硬件确实已经足够好用且实惠，

不值得社区再额外投入人力去搞自研再开源。但有一

家 发 行 版 例 外 ， 那 就 是 我 们 的 “ 开 源 长

老” Debian。

作为最经典的 Linux 发行版之一，Debian 社区

最大程度地传承了 GNU 的自由精神。一直以来，

Debian 社区把所有商业公司排除在合作伙伴之外，

并坚持确保 Debian 操作系统生态中涉及的所有软件

上下游项目都是自由开源（FOSS）的。为了打消人

们对固件的疑虑，Debian 官方列出了系统所采用

42 开源观止  2022 年 6 月

https://www.oschina.net/action/GoToLink?url=https://www.gnu.org/distros/free-system-distribution-guidelines.html
https://www.oschina.net/action/GoToLink?url=https://www.fsfla.org/ikiwiki/selibre/linux-libre
https://my.oschina.net/oscpyaqxylk/blog/5322958
https://my.oschina.net/oscpyaqxylk/blog/5322958


聚焦众说

的 FOSS 固件列表，以证明系统本身的 “纯度”。

类似的开源操作系统分支还有从 Ubuntu 分叉而

来的 Trisquel，该系统被描述为 “全 FOSS 无

blobs 版本” 的自由操作系统；从诞生之初就主打

“百分之百 FOSS” 的开源操作系统 PureOS 等等。

02 艰难的取舍

追求万物皆 FOSS 的纯粹主义理想很丰满，但

现实却是——社区驱动的硬件技术与专业硬件厂商的

技术仍存在难以弥补的差距。

前 Debian 项目负责人 Steve Mcintyre 曾撰文

表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假装不需要在

Debian 系统上支持和包含（非自由）固件。我们在

Debian main 中提供了一小组自由固件的二进制文件，

这些自由固件包含在我们的系统中，这太棒了 ——

我们都喜欢自由软件，而且这很有效。

 但是，还有更多非自由的固件二进制文件。

如果我们能够合法地重新分发这些二进制文件，我们

会将它们打包并将它们包含在存档的非自由部分中。

作为自由软件开发者，我们不喜欢为我们的用户提供

或支持非自由软件，但我们需要承认这有时对他们来

说是必要的。这种矛盾在 Debian 自由软件指南中得

到承认。

一位原本支持纯粹主义的 Debian 用户也结合自

身的经历，描述了这一现状：

 使用没有 blobs 的系统固然很好，但现实

却是有些事情需要专有的东西才能实现。

 以 Linux 中的 NVIDIA 显卡驱动程序为例。

社区开源版本的 Nouveau 虽然可以满足基本的工作

需要，但如果你想做除了基本计算之外的任何事情，

你只能使用 NVIDIA 官方最新的驱动程序（闭源

的）。

 出于某种原因，我的 Linux 发行版曾经需

要安装 NVIDIA 驱动程序，但它似乎无法在我的主机

上运行，我被 Nouveau 困住了。这样一来，如果我

尝试在电脑上播放视频，画面就会非常卡顿。我在

Debian 论坛上寻求帮助，其中一个建议居然是让我

买一个新的显卡……

 我的旧卡完全有能力做我需要的一切，阻碍

它的只是我必须使用 FOSS 驱动程序。因此，虽然

理论上让 FOSS 驱动程序与我的 FOSS 操作系统

一起使用是完美的，但有时我们必须妥协并使用最能

满足需求的工具。

 我希望能够抛弃我机器上的所有专有软件，

这就是我使用 Linux 的原因，但现实生活让我不得

不使用一些专有的东西。

从商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说，NVIDIA 等先进的硬

件厂商并不会把最新的技术在第一时间共享到开源社

区，提供各种闭源固件的硬件厂商也是如此，这就导

致了留给开源社区选择的余地其实并不多。

在 “纯度” 与 “便利” 的取舍中，纯粹主义

者们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两难境地。

03 开源实用主义者

在纯粹主义派陷入闭源固件带来的精神洁癖折磨

时，开源社区中一些同样特立独行，却又不拘一格的

极客们迈着 “六亲不认” 的步伐走出了另一条道路

—— 管你固件还是螺丝钉是不是闭源的，好用就行

—— 我们姑且称之为 “开源实用主义”。

我们熟悉的 Linux 内核创始人 Linus Torvalds
就是开源实用主义派的代表人物。Linus 不会因为一

款好用的软件是闭源的就拒绝使用，反之亦然。

在开发出 Git 之前，Linus 曾使用由 BitM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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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其提供的专有软件 BitKeeper 来进行 Linux
内核的版本管理工作，并不吝夸赞其是 “Best tool
for the job”。因为这件事，以 RMS 为代表的纯粹

主义派不止一次地公开批评 Linus 不该在 Linux 内

核社区中使用闭源工具。

当然，脾气暴躁的 Linus 怼起老前辈们的开源

项目来也是毫不留情。

对 RMS 亲手创建的开源编辑器 Emacs：

 “无数只猴子在 GNU Emacs 项目上打字，

这也注定他们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项目。”（1995
年

 “真正的 Emacs 是魔鬼工具。” （2012
年）

对同属 GNU 计划的开源桌面环境 GNOME：

 “我觉得 GNOME 有局限的主要原因就是

它自身所拥有的局限性。”（2007 年）

 “ 我 还 没 遇 到 谁 会 喜 欢 邪 恶 混 乱 的

GNOME-3。”（2011 年）

 “整个 GNOME-3 的用户体验几乎完全是

失败的，‘在默认配置下，他们连解决问题的最基本

的工具都不给你，但你可以通过非官方的扩展解决

它’。”（2012 年）

有趣的是，尽管 Linus 多年来不断地抱怨 “真

正的 Emacs”，但他的首选编辑器仍是一个不同的

Emacs 实现，叫做 MicroEmacs 的定制版本；他本

人也常常在 GNOME、KDE、Xfce 等开源桌面环境

中来回切换，哪个好用就用哪个。Linus 抨击这些开

源项目的原因也只有一个 —— 他觉得这些工具不好

用。

此外，Linus 的个人设备也都来自各大知名电脑

厂商，其最近一次公布的个人电脑配置是一台总价约

3500 美元的 Dell XPS 13，包含技嘉的主板和 AMD
的 CPU 等 —— 当然，这些设备不可能每个固件都

是开源的。为了表达自己对这台电脑的喜爱，Linus
甚至不惜为 Dell 品牌免费打广告：“我通常不会透

露具体的品牌名称，但 XPS 13 例外，只是因为我

太喜欢它了，所以我最终在女儿上大学时还给女儿买

了一个。“

同样的，另一位知名 Linux 内核社区维护者

Greg Kroah-Hartman 的个人设备曾包括一台苹果

MacBook Pro Retina 和一台自己组装的 Intel 台式

工作站；Git 项目现在的主要维护者 Junio C
Hamano 则偏爱三星和东芝推出的 Chromebook，
有时也使用联想 ThinkPad 来运行 Ubuntu。

毫无疑问，这些如今仍然活跃于开源社区一线的

维护者们喜欢 Linux，在日常生活中偏爱开源软件，

也致力于向更多的人推广开源软件，但他们仍然会根

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一些并不完全开源的东西。

04“纯粹” 虽好，过犹不及

Debian 在闭源固件问题上的困境是整个开源界

在 “纯粹主义” 和 “实用主义” 两派之间陷入两

难的缩影。激进的 “纯粹主义” 似乎正在成为侵蚀

社区的一种 “政治正确”。

针对 Debian 社区中关于闭源固件的争论，一些

Debian 用户在论坛上留下了各自的看法：

 “您可能认为拥有源代码可以让您 100%
了解硬件内部发生的事情。但是，除非您可以检查其

中所有芯片的完整电路图，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并检

查每个芯片是否符合要求，否则您还是无法保证该代

码实际上正在按照您的想法执行。”

 “我想知道这些人中是否有人开车，现代的

汽车部件中都含有闭源固件。他们应该被禁止开车参

加 Debian 会议，或者被告知骑自行车或驾驶老式汽

车，以免他们被封闭固件的‘阴暗面’诱惑。”

 “推广开源软件的正确姿势应该是努力把开

源项目做得比专有软件更好用，吸引用户的关键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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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不好用，而不是你开不开源。”

事实上，专有固件与开源操作系统的融合只是冰

山一隅，随着 MIT、Apache、BSD 等宽松开源许可

证的流行，开源软件与商业软件的相互交融已经成为

行业的大势所趋，符合纯粹主义者标准的 100% 自

由与开源软件（以 GPL、AGPL 这类 Copy-left 协

议授权）受众面正变得越来越小。

根据 WhiteSource 对全球超过 400 万个开源项

目的数据调查，过去 7 年，采用宽松开源许可证的

开源项目占比连年攀升，在 2021 年已超过 75% 。

而采用 GPL 等 Copyleft 许可证的开源项目占比已

经从 2012 年的近 60% 降到了 22%。

SalesAgility（开源项目 SuiteCRM 背后的公司）

CEO Greg Soper 表示，宽松开源许可证的流行是由

市场趋势驱动的，这样专有软件厂商就可以没有后顾

之忧地采用开源软件，从而增加了开源软件在生产环

境的落地实践，遵循开源社区道德准则的厂商再把这

些先进的案例反馈回社区。

另一方面，开源开发者通过采用宽松开源许可证，

能够尽可能地扩大项目的受众范围，给自己的开源作

品最大的推广机会。正是这种 “开源 + 商业” 结

合的模式促进了如今全球软件行业技术的创新与发

展。

不可否认的是，正是 RMS 一直以来坚持的

GNU 精神让自由与开源软件的星星之火冲破 20 世

纪末专有软件巨头们的封锁，在 21 世纪的今天燎原，

改变了整个软件行业的发展模式。

“纯粹” 虽好，但凡事过犹不及。RMS 的自由

软件精神应该得到传承，却不应该是以与现代社会和

大众用户的割裂为代价。

不少中国开发者都曾收到过来自大

洋彼岸的 Ubuntu CD。这是因为从

2005 年起，Ubuntu 发起了光盘免费

分发计划。不过后来由于宽带技术

的普及，Canonical 于 2011 年 4 月

终止了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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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寄语

寄语

恭喜《开源观止》发布，祝愿《开源观止》能够大火，让越来越多的开源人

享受开源和云原生技术带来的红利。KubeSphere 也会继续输出更有价值的内容，

为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赋能。

—— 赵法威，KubeSphere 社区运营经理

开源已经成为现代软件开发的基础设施，开源中国作为国内最大的技术社区

之一，汇聚了业内最顶尖的开发者，祝《开源观止》越办越好，成为推动国内开

源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高驰涛，云智慧企业效能高级总监、AIOps社区 PMC

在技术的世界中，畅游每一个人的技术见闻，这便打开了技术知识开源共享

的星辰大海。传递技术知识，感受技术知识的力量，或许它是苦苦排查问题却终

不得解的救命稻草；抑或它就是新手们建立新产品&功能使用信心的避坑指南；

你若要来，我便探身等待。

—— 黄漫绅（表妹），TiDB 社区运营

希望越来越多的国内开源软件能够走向世界，也衷心祝愿开源中国，在开源

的道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 ruki，Xmake 作者

开源之心在于贡献，开源之本在于开放协同。当前，国家号召大家深入解决

国家科技重大战略需求，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国产芯片、操作系统、基础软件、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系列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开源作为推进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中

坚力量，对解决国家软件互联网行业基础软件供应链问题，实现核心技术突破有

重要作用。开源是计算机行业突飞猛进的源泉力量，做开源，只需低头赶路莫问

星光，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会产生影响力，就足以改变世界。所以如果有想法，

就努力去做吧，剩下的都交给时间。

—— 罗杨，Casbin开源社区创始人、美国 Nmap开源社区

Member、Npcap开源软件作者

开源中国的编辑最近出的一系列开源知识产权相关的文章，内容翔实，观点

中正，颇有深度，很有价值。这些文章不仅体现出编辑们良好的职业态度和专业

精神，更体现他们传播开源知识和文化的良苦用心。现在，他们把这些内容汇集

在一起，名为《开源观止》，我非常欣赏。希望有更多高质量的文章不断被撰写

出来，也更希望这些高质量的文章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帮助开源文化和知识更好

地在国内传播。

—— 谭中意，星策开源社区发起人、中国开源推进联盟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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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开源运营之道：目标、用户、指标

基于一个开源技术项目进行创业，进行商业化努力，是最近投资界的一个热点。往往该创业公司的 CTO
和 CEO 最容易找到，因为一般是该项目的主创人员。但他们可能缺一个开源运营负责人，所以往往希望招来

一个有经验的开源运营大牛来 “点石成金” ，很快把开源项目运营成火热的社区，把企业估值提升上去。

很遗憾，这种事情是不靠谱的，开源是长期主义，那种极短时间就爆红的开源项目，往往是极少数。期望

短时间内把开源技术企业做到上市规模，也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不过，企业开源运营是有套路的。我把它总结

为企业开源运营的 “道、法、术 ”。本文先讲讲“企业开源运营之道”。

（注：本文内容都是跟企业开源相关，个人开源项目并不在讨论之列，因为企业开源带有强烈的目的性。

开源又分为很多种，本文中的开源特指为 “对外自主开源”。）

文/星策开源社区发起人、中国开源推进联盟副秘书长 谭中意

01 开源、商业和社区的底层逻辑

在讲“企业运营之道”之前，要先了解开源、商

业和社区的基本知识和底层逻辑。

开源和商业的基本逻辑，有两点要明确：一是开

源软件本身没有销售价值，二是开源软件相关产业实

际上是服务行业。

企业投入资源做开源，并希望产生商业收益，常

见方式有两种。

一是基于该开源软件，做服务，用服务满足付费

客户需求。常见的模式归纳为以下四种：

 双 License（例如：MySQL，X264）

 Open-Core（例如：Kafka，Cloudera）

 Service（例如：RedHat，IBM）

 SaaS （例如：AWS，腾讯云的很多开源 SaaS
产品）

其中，双 License 在国内还不是主流；SaaS
产品要成为市场主流还需要公有云被更多企业接受，

还需要时间。所以，目前国内的主流开源盈利模式是

Open-Core 和 Service。

二是将开源软件视为交叉补贴商业模式中的免费

手段，从别的渠道收益。就是互联网行业从事人员非

常熟悉的 “羊毛出在猪身上” 的商业模式。

举个常见的例子，Google 推出 Android 开源系

统，盈利是从 Android 手机上绑定的 GMS 获得。说

个简单的数字，Google在 2022年付给 Apple公司的

“苹果税”，约 200 亿美金，为的是在 Apple 的多

种硬件 OS（iOS，macOS，iPadOS）设置默认的

搜索引擎为 Google 搜索，而不是其他的搜索。可以

想象一下，如果它没有控制 Android，而是让三星或

者 Nokia 控制了它，Google 一年得付多少钱给

Nokia 或者三星。另外它通过 Android 的 Play
Store 收取的谷歌税每年也是非常大的一笔。

最后，在社区层面，要关注企业和开发者进行开

源贡献的动机，因为理性利己才能长期化。

对于个人来说，开源贡献获得的个人名望或其他

相关产生的经济回报 > 开源贡献的付出时，值得做。

所以针对贡献者的运营活动，就得注意减少他进行开

源贡献的付出，例如提供很好的文档和指引，降低学

习成本；提供很好的测试和 CI 环境，降低验证成本

等；同时通过调用各种资源和渠道，增大他的名或利

上的收益。

对于企业来说，对外开源的收益（技术品牌 +
对团队和人员的能力提升 + 商业收益）> 对外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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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研发、支持、法务等）, 值得做。

对于企业 Upstream 到上游社区来说：在收益一

定的前提（即升级到同一个版本）下，不 Upstream
的成本 > Upstream 的成本，值得做。

要想长期持续地运营下去，从开源经济学的角度，

增大收益并降低成本，使得开发者或者企业进行开源

贡献的收益 > 开源贡献的成本是关键。

短时间的运营活动，用来冲一下热度是可以做的，

不可否认也不要拒绝，只是心里要有数，这种活动带

来的效果是不长久的，带来的用户往往也不一定是这

个项目的目标客户。要真的找到有需要的用户，并为

他们创造价值，才能不断把社区做大，并且做长久。

02 企业开源运营之道

那么我认为的企业开源运营之道，其实就是开源

规则下的 “目标 --> 用户 --> 指标”。

其中目标即开源战略，用户即该开源项目的目标

用户，指标就是用于度量当前项目和社区状态并指导

实际行动的指标。往往企业开源战略和目标客户是企

业高层早在开源之前就已经确定的，运营的同学如果

能够参与战略、目标用户的讨论和制定是非常有好处

的。如果没有赶上，那么也一定对此有所理解，下面

都有提到。

 目标

确定目标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首先要理解企业开源战略（注意：此处开源是指

对外自主开源）。它是一个企业行为，必须要给企业

带来价值。那么开源目的是什么？确定目标是最重要

的事情，了解目标也是企业开源运营的前提。

它对外开源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名还是为利？

为名，那么是针对哪个领域，是学术届，还是工业

届？工业届又是哪个细分领域？提升了品牌又能带来

什么？

如何来度量？如果是为利的话，是为了商业获利，

还是为了降本增效，还是为了建事实标准以图未来盈

利？又该如何度量？

然后接下来要重点解决几个产品相关的问题。产

品定位很重要。（用户是谁？赛道如何？竞争对手是

谁？产品当前的差异点和发展路线？产品上下游情况

怎么样？）

关于目标的还有一点，在企业内部要确定关键的

Person，谁来 sponsor，谁来影响，谁受益，谁投资，

一定要搞清楚。有的时候在企业内部最大受益人和实

际投资人（即运营的业务主管）并不在同一个部门。

 用户

接着是“道”的第二个部分，用户。

围绕开源项目组建开源社区，这项目和社区都需

要给目标用户提供清楚的价值。

如何选择目标用户？看他们是否能对企业开源目

标的达成有价值，是否可以触达，是否容易接受和参

与社区的协作。

如何为他们创造价值？要看他们在做企业开源目

标达成相关事情的时候，有什么痛点，有什么阻碍，

有什么梦想。

针对他们的这些痛点和阻碍，我们的项目和社区

该如何帮助他们？

注意，如果是针对开发者做激发贡献的运营活动，

传统的激励方式（即如果他们做了什么，就奖励什么）

这种模式对这些需要创新的工程师是不太实用的，而

且有时候会有反作用，即为了那一点蝇头小利来做贡

献的人，是不会成为开源社区的中坚力量的。可以参

考 Dan Pink 的 TED 演讲 《出人意料的动机》。

 指标

开源运营之道的第三步，选择合适的指标，用于

驱动日常工作。

指标很有用，但它需要来自对目标的分解，需要

跟当前优先级一致，还需要上下对齐。

Linux 基金会的 Chaoss 社区下有一个社区对开

源项目运营指标有深入研究，从他们最新发表的文档

里看，有 70 个细分指标，按照不同类型分成了 5
类：

 Common：包括 fork、issue 响应时间和关闭时

间，贡献者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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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ersity，Equity and Inclusion：包括 PMC 的

多元、行为准则、文档无障碍等。

 Evolution：包括分支的生命周期、代码变更行数、

新贡献者等。

 Risk：包括代码的测试覆盖率、依赖库的年龄、

许可证等。

 Value：包括项目在学术的影响、项目热度、项

目发展速度等。

这么多指标如何选择呢？

不同项目有不同目标，在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指

标。要尽量选择容易理解、容易获取的单一指标，也

可以称为北极星指标。该指标不仅需要跟项目目标和

发展阶段相对应，还需要有对应的质量指标和反向指

标。

简单说下质量指标。如果把月度活跃用户数作为

北极星指标，那么用户留存率就可以作为质量指标。

如果留存率低，则说明在拉来的用户中，很多不是目

标用户，没有忠诚度。

如果把开源贡献者数量作为北极星指标的话，那

么他们贡献的内容可以作为质量指标。如果贡献的内

容是“good first issue”，或者文档偏多，又或者是

某些运营人员故意留出来的坑，或者合入之后还再需

修复，那么就要把它们控制在一定比例内，而且要把

比例逐渐降低到比较好的程度上。

再说一下反向指标。我们需要警惕反向指标，它

的存在是具有破坏性的，比如滥用社区资源、损害社

区口碑。短期内，利用反向指标来指导运营，可以获

得很好看的数据结果，然而它却会损害项目和社区的

长期利益。

以开源社区中的论坛运营为例。以 PV 为指标，

论坛会出现一些跟项目主题无关的帖子，其中有些甚

至与色情相关。这些帖子虽然能带来很好的 PV，但

是不好好整理就会导致目标用户流失，导致整个社区

凋零。在内容运营贴中踩踏贬低竞争对手，或强行制

造争论话题，也可以实现较高的 PV ，但是会损失社

区和项目口碑。将来，不论是在社区上下游寻求合作，

还是跟 VC 打交道、开展社区招聘，都会受到极大

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警惕的反向指标。

总之，选择指标需要注意：

 不要成为运营人员的 KPI

 北极星指标 + 质量指标 + 反向指标

 要从指标中发现趋势和问题，提炼出行动（行动

要跟项目目标和当前阶段对应）

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让指标成为运营人员的

KPI，因为任何指标都可以刷出来。这就很容易导致

指标上去了，社区的口碑和长期利益却没了。应该调

用运营人员的积极性，让他了解战略和目标客户，并

根据项目的实际状态和市场、竞争对手等情况，灵活

地采用各种创新的方式，来达到运营目的，支持项目

和社区的长期良性发展。（原文发布于开源中国，有

删改）

开源运营常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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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作为开源时序数据库 TDengine 的创始人，作为有 30 多年码龄的开发者，

对于 OSCHINA 在开源理念和项目推广，为众多 IT 开发者提供开源技术交流平

台等方面做出的努力，我表示钦佩和感谢。

我在很多场合都会讲，开源让程序员进入了黄金时代，开源给程序员提供了

一个展示自己个人能力的绝好机会。无需名校背景、无需大厂经验，只要展示在

开源项目和领域贡献的高质量代码，展示自己的硬实力，你就可以得到客观的评

价，能让大家抛弃对教育、年龄、性别、经验、肤色、地域、文化的偏见，看到

一个程序员背后真正的价值。

开源让程序员的代码成为了作品，与画家的画、音乐家的曲子一样，可以被全球

程序员欣赏、使用，并传承。即便是初出茅庐的程序员，也可以通过参与开源项目，

观摩、学习绝顶高手的代码，进而参与其中，贡献一段代码，成为 Contributor。

希望 OSCHINA 和 TDengine 这样的开源公司，携手热爱开源的开发者们

一起推动开源在中国的发展，不负这个黄金时代。

—— 陶建辉，涛思数据创始人

开源是让大家达成共识、提高效率的绝佳方式。假设没有开源项目，可能每

家公司都会基于现有的程序和自己的背景去开发一套自有系统；相反，在有了开

源项目之后，大家一起贡献、一起来用，开源项目便会吸引更多的人，也会越做

越好。促进社会效率的提升，推动社会分工进步，提升开发使用效率，这才是开

源最大的意义。在开源浪潮下，愿 OSCHINA 成为开源江湖中有力的讲述者和记

录者，也希望《开源观止》越来越好。

—— 翟佳，StreamNative联合创始人、Apache Pulsar PMC成员

祝贺《开源观止》发布！作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开源技术社区之一，开源中

国在开源文化推广、开源技术洞察、开源项目推广等方面给广大开发者提供了丰

富的营养。微众开源也得益于开源中国的良好平台和影响力，不断深化开源项目

社区运营。期待《开源观止》的发布，能够为广大开源爱好者提供更好的资讯信

息，为更进一步的开源社区繁荣以及开源文化推广贡献力量！

—— 钟燕清，微众银行开源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开放”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态度，“开放源代码”是软件时代的双赢

思维：做一件事情，你好别人也好。真正双赢的时候，大家开诚布公，不需要隐

藏消息。今天，开源软件已经成为信息技术领域最基础的组件，没有之一。《开

源观止》的推出，将带给我们更多对开源的商业、协同与社群的探讨与认知。

—— 李卓桓，Wechaty 作者、腾讯云 TVP、PreAngel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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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 Apache Doris的性能优化实战技巧
随着 Apache Doris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中落地和应用，越来越多用户开始关注如何在海量数据下对 Doris的

查询性能进行优化。有哪些性能优化的小技巧？如何降低查询耗时？数据模型和分区分桶策略该如何设计？针

对慢查询该如何进行分析及优化？

OSCHINA 本期高手问答，请来了百度资深研发工程师、Apache Doris PPMC 缪翎，与大家一起探讨

Apache Doris性能优化实战技巧。

一、请教一个具体场景的问题。在 Apache Doris
中，如果表按天分区，每天大约 2000 至 3000 万数

据量，通常按照业务字段查询最近 30天的明细信息。

如何设计才能支持更多的并发查询呢？

答：如果是明细查询，建议利用前缀索引、分桶

分区裁剪以及 Bitmap索引这类的优化策略。

二、进一步了解下，如果是 Uniq 数据模型，在

查询的过程中存在对数据的 update 操作，那么对查

询会有哪些影响呢？

答：update 操作可以。如果 update 的操作频率

和导入占比很小，就不会对查询有影响。

三、开源 Doris 和 Clickhouse 之间的优势和劣

势是什么？Doris 在多线程设计上，有没有使用什么

设计模式？Doris 入门门槛高吗？超过多大的数据量

比较合适使用 Doris？哪些场景下特别适合 doris数据

库发挥优势？哪些场景下 Doris的性能不好？

答： Doris 是 MPP 架构的数据库，这点和

Clickhouse 在架构上有本质的不同。Doris 在多表

Join和分布式管理上更有优势，Clickhouse单机性能

突出。不过我们的向量化引擎也马上就能和大家见面

了，性能上可以期待一下。

Doris入门门槛不高，G-TB的数据量都适合使用。

因为 Doris没有其他依赖，所以运维会方便一些。场

景方面，当然是面向分析的 OLAP场景。而 OLTP场

景 ， 比 如 QPS 上 万 的 点 查 这 类 以 及 频 繁 的

update/delete的场景并不适合 Doris。

四、 Doris 集群不定期出现某个 BE 节点直接挂

掉的情况，每次挂掉的 BE 节点并不一样。查看监控

百度资深研发工程师、Apache Doris PPMC 缪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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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机器 Load 比较高（主要是磁盘 IO write 高），

怎么排查这个问题？怎么知道这台机器上在做什么，

有什么命令吗？

答：BE挂掉最常见的两种情况：

1. oom被系统 Kill，可以通过 dmesg方式排查，

并且结合使用方式来确定是导入还是查询导致的内存

使用量过大，从而决定如何优化使用方式。

2. be core 了，通过 core dump 方式找到 core
栈，core栈就可以看到是哪部分行为导致的 BE挂掉。

并且在 Issues里面搜索，看是否是 Doris旧版本已知

问题。因为每次挂点的节点不一样，所以要逐个分析，

虽然节点不一样，但可能原因都一样。

五、做 100-200 个相同的 SQL 并发测试时，越

往后面的查询，看 Profile 越慢，尤其是做 group by
的时候，好像哪里卡住了似的，这个应该怎么定位问

题？通过 Broker Load 导入数据时，总会碰到查询超

时，而且这个问题是必现，我要怎么定位问题？还请

指点。

答：

1. 这种 QPS性能分析问题，主要工具是 pprof，
看看 CPU集中耗时在哪里。

2. 导入过程中的查询超时，建议先看监控，

grafana上的数据。比如是否导入了占用过多的 IO或

者 CPU等，导致相互影响，再逐步根据 pprof +代码

分析。

六、请教下，Doris 集群规模为 6 个 BE 节点，

在聚合模型下用天（Date）做时间分区，每天数据近

2 亿行，发现 select max(date)性能不佳（接近 10
秒），看了下执行计划发现全表扫描了，这样设计的

主要考虑是什么呢？

答：确实，如果对 Range 分区字段求 Max 或者

Min 等，逻辑上可以只读最大分区数据。Doris 没对

这种特殊场景做优化，所以是全表扫描。需要增加

Where条件从而匹配到分区分桶裁剪，才能减少数据

量。比如这样写 select max(date) from table where
date >xxx。分区字段和索引字段需要出现在 Where
条件中效果最好。

七、想问一下，关于性能优化这方面，与数据类

型是否有什么关联？各种数据源中的表联合查询的时

候，对于复杂类型的性能优化是从哪方面着手的？

答：和数据类型关系还是很大的。比如 Int 类型

的性能就会比 String要好。关于复杂类型的性能优化，

我举个 Bitmap 的例子 。 Bitmap 的聚合 函数在

Bitmap 分布相对稠密情况下，会比稀疏的性能高不

少。

八、对于聚合模型，MODIFYCOLUMN 某一个

已经存在的列，从类型 BIGINT 变更为 VARCHAR，
该表按每天分区，每天数据量 1 亿+，发现该表这一

列历史数据过多，一直处于 SCHEMA_CHANGE
【state is not NORMAL】状态（大概 5 小时），导

致后续其他的增加列，增加动态分区都不断失败重试，

直到表恢复 NORMAL 状态才成功。这种情况有什么

建议吗？

答 ： 同 一 时 间 单 个 表 只 能 做 一 个 schema
change操作。所以做第一个 schema change的时候

后面增加列和增加分区的操作都被禁止了。schema
change 的时间过长主要原因是表数据量大导致的。

对于这种大表的表结构变更最好是等到业务不太忙的

时候，比如半夜。再者，如果需要多次 schema
change建议合并为一次。

九、接口性能优化都有哪些好的方案？

答：首先要看你的情况是提升 QPS 还是提升单

个慢查询。

先说慢查询：

1. 打开 Profile观察慢查询主要的性能瓶颈。

2. 梳理 Doris的常见优化，比如 Join Reorder、
Runtime Filter、谓词下推等等需要手动开启的优化策

略，并观察作用。

52 开源观止  2022 年 6 月



聚焦高手问答

3. 从数据模型入手，看是否存在数据版本过多、

数据模型和列类型设计不合理等等问题。

十、关于 BE 源码调试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如

果用 Mac 或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电脑，一般怎么进

行调试？

答：如果是 Mac 或者 Windows 电脑的话，需要

借用 Docker，在 Docker 里面启动 BE 并且 GDB 调

试。

十一、Doris扩容方便么？节点有无状态？

答：节点分为 FE 和 BE两类，FE节点是管控节

点、BE 是计算和存储节点，扩容比较简单，往往只

需要扩展 BE 节点即可，支持在线扩缩容，扩容期间

正常查询不受影响。

十二、Doris 和 Elastic Search 区别在哪里？如

果企业想从 ES 切换到 Doris，有什么成本或者值得

注意的地方？谢谢。

答：Doris 跟 ES 稍微有些差异，Doris 是 MPP
数据库，ES 是搜索引擎。Doris 的 SQL 更加友好、

支持标准 SQL，分布式比 ES 更完备。不过，目前

Doris 还不支持全文检索、任意列更新、分词等 ES
特性。如果同时使用 Doris 和 ES 的话，可以考虑

Doris On ES方案。

十三、我们最近在做响应治理：不同维度的查询

会对性能有不同的影响。比如 1亿数据的场景下，数

据权限的条件每个人都不一样，很多数据无法提前预

聚合，此时 IO会成为高性能的最大瓶颈。请问 Doris
在这方面有什么比较好的实践？

答：建议使用明细模型+物化视图的方式，保留

明细的同时，也能有预聚合的数据，而且目前 Doris
的物化视图是可以保证基础表与物化视图表数据的强

一致性。

十四、请教一下分桶的优化技巧。

答：数据分桶主要是为了分桶裁剪，并且避免数

据倾斜。首先，最好选用像 id、uuid这种不容易产生

数据倾斜且分散广的列作为分桶列。同时可以选择查

询的 Where 条件列作为分桶列，来更好地减少读取

的数据量，提升查询性。

Ubuntu 创始人 Mark Shuttleworth 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非洲公

民，也是首位进入太空的开源社区成

员，当时他年仅 2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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