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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内核源码剖析》

内容概要

为什么要阅读内核源代码
● 对计算机系统的全貌有更深入的了解
● 对学到的算法和思路举一反三
● 加深对操作系统的理解
● 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
为什么选择UNIX V6？
● 代码行数约为1 万行
● 有充实的资料可参考
● 网罗了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
● 简化的设计
● 便于读者对系统有完整的了解
● 有模拟器可供参考
本书是一本Unix内核源代码的阅读指南。作者结合UNIX V6已公开的相关文档，对其内核源码进行详
细剖析，旨在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进程、中断、块I/O系统、文件系统、字符I/O系统、启动系统等操
作系统的基本原理。
本书适合操作系统的初中级学习者阅读，特别适合通过大学课程和其他入门书对操作系统有所了解，
但是对具体细节缺乏深入理解的读者，以及那些对操作系统的具体实现有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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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前面写得还可以，后面感觉有点慌慌张张尽快结束。
2、内核源码的入门书，V6的1975年的架构，1万行，平民os吧
3、匆匆翻了一遍，还是FreeBSD内核博大深奥啊
4、还是不错的，页数很少，简短，和那本《深入Linux内核架构》相比真是博客般的存在，在地铁上
就可以轻松读完的读报类型的书，值得小读一下。
5、讲的太简单了，没用。还是老版的pre-c语言，没救了。建议分析MIT xv6源码。 不看了，没意思。
6、现在的水平读，只能粗略的翻过。还不能细读。
7、不太能看懂 但零零散散的算是看得差不多了
8、看不懂 所以要差评 哈哈
9、基本每一段代码都有详细的注释, 有些讲得不是特别清楚的地方可以结合《返璞归真 : UNIX技术内
幕》以及《unix操作系统教程》看
10、因为好奇，走上不归路；读完释怀，回头有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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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虽然翻译审稿君很用心，看了前4章还是发现了些漏错。如果能针对大比例的不写内核程序的程序
猿写些对应代码注意就更好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2、在了解了操作系统大概功能之后，想看具体实现，推荐这本书。相比《understanding the Linux
kernel》，这本用了更多 的图表，更方便读者理解（和30天实现操作系统那本书一样，感觉日本作者
确实用心写书）。前几章仔细阅读源码，弄懂进程切换的精髓，后几章重点看数据结构，代码只看了
看注释，不必注意细节了。几点心得：1.内核对外可以看做一个黑盒子，只提供系统调用；而内部却
是相互配合的齿轮，大量运用全局变量，以及goto语句这些普通编程中本应尽量避免的做法。或许这
就是水平的差别，天才摒弃偏见，将goto语句当瑞士军刀使用；而普通程序员用它写出一堆bug，然后
还总结出尽量不要用goto的经验。2.内核中好多数据结构都是数组和链表的结合：数组用来分配空间
，但操作起来却是用链表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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