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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只需编程基础
★ 从零开始自制编程语言
★ 支持面向对象、异常处理等高级机制
本书手把手地教读者用C语言制作两种编程语言：crowbar与Diksam。crowbar是运行分析树的无类型语
言，Diksam是运行字节码的静态类型语言。这两种语言都具备四则运算、变量、条件分支、循环、函
数定义、垃圾回收等功能，最终版则可以支持面向对象、异常处理等高级机制。所有源代码都提供下
载，读者可以一边对照书中的说明一边调试源代码。这个过程对理解程序的运行机制十分有帮助。
本书适合有一定基础的程序员和编程语言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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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无
2、前边还不错，越往后越抽象，说语法的篇幅大于实现，整体还是值得阅读
3、对语言背后的思考有了更多的了解，打算配上代码在读一遍。翻译偶尔有些生硬。
4、有趣的技术书。书里还有翻页小动画。
5、感谢@soasme 借书,  这方面的书看过不少, 但此本是少见的从无到有去玩的书, 看Lua源码这种大家都
能看懂, 但背后怎么一步一步架构起来的却更有意义一些.
6、已暂停，只读了一章，觉得受益匪浅。编译器原理，待我再积累一段时间，重新再战。
7、入门学习,希望能开发自己的语言
8、毕设是编译器，这本书帮了很大忙
9、从实践角度入手，让人加深了对语言的理解，好书！
10、显然 这本书虽然初级 但入门来说非常不错
11、玩具式语言,代码质量一般.如果是初学者会比较合适..
12、还凑合的入门书
13、有些部分真的翻译得莫名其妙。好歹把一些专业名词翻对吧= =
14、还不错，科普一下，龙书真心啃不动
15、主要介绍如何自己制作编程语言。文中介绍两种语言，一种是动态无类型，一种是静态的。觉得
本书作者在陈述自己设计方面欠缺功底，看后不容易理解。而且设计的两个语言太过大，不适合初学
者学习。
16、再看看
17、一般，主要是熟悉一下里面介绍的几个工具，对于编译器思想介绍的不深。可以先看看这本书，
找找感官上的认识，然后还是得看龙书
18、好多东西都讲不太清楚, 需要百度的次数比较多
19、更加深入的理解C
20、选题和写法很有吸引力（让人看不懂放下，然后又拿起看），但是缺少一章解析全书思路的概论
，最后只好虎头蛇尾般读完⋯⋯
21、挺好的，让人对一些程序概念的实现有了一些了解
22、gc unicode closure 等等 可以一阅
23、- -不太喜欢这书，yacc什么的感觉用着好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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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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