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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直以来CPU内部是绝大多数IT工程师难以触及的领域。纵使学习过计算机架构相关课程，自己动手
实现CPU也始终遥不可及，因为这涉及计算机系统的最底层——芯片设计。而近年来FPGA芯片产品
的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这一阻碍，利用内部电路可重编程的FPGA，我们几乎可以实现任何逻辑电路，
自然也包括CPU。
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孕育而生的。本书利用FPGA，为读者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自制CPU的世界
。全书分为3章，分别介绍计算机系统最底层的3个部分：CPU设计制作、电路板设计制造以及汇编编
程。将如此广泛的技术内容以实践的方式融合成一册，该书可谓首屈一指。
本书可以帮助软件工程师深入了解硬件与底层，开发出高效代码。硬件工程师可以在本书基础上设计
定制硬件，开发高速计算机系统。相信所有读者都可以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体会到自制计算机系统
的乐趣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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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介绍CPU的书，但感觉章节不是循序渐进，学起来比较枯燥，而且按作者的方式做出来的东西没
什么成就感，还是多学学30天操作系统那本吧
2、推荐给各位没有学过组成原理和汇编的同学。
3、扫了一遍，不太感冒
4、自制 MIPS-Like CPU
5、坦诚说，真没觉得这书好。。。感觉像极了一本十全大礼包，什么都讲了一点。
6、虽然只一个多小时翻了一遍，但作者似乎是全做了一遍，nb....
7、很实用
8、日本人写的CPU设计入门书，从软件层面实现的指令集到硬件电路的焊接，完整展现了CPU设计
的过程，综合数电入门知识、汇编语言设计指令集、CPU流水线操作、总线、I/O访问、存储器访问
。
9、大概看了一遍了吧。第二章的焊接，就是把FPGA组装成SOC, 和预想的不一样。还是第一章指的细
细再读。
10、感觉跟操作手册一样。连电子器件商店在日本哪个城市怎么走的地图都有（觉得这种东西多了，
设计和编程的部分就被稀释了。。。跳著看好了
11、更应该被称为手册，而不是一本书。
12、第一章不错，第二章涉及硬件看不懂，第三章太简单
13、只能说是消除了一点神秘感，其实哪里读得懂呢。
14、非常不错的入门书，通过此学习Verilog也是很棒的；作者讲解的很清楚，深因教学指导
15、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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