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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程格调》是编程惯用法和规则的实践指南。全书从表达、控制结构、程序结构、输入和输出、常
见错误、效率和测试工具、文档等多个角度，概括了程序设计中若干的最佳实践或规则，并通过代码
示例加以分析和阐释。
本书两位作者都是程序设计领域的大师级任务。他们四十年前在本书中给出的70多条最佳实践和规则
，大多数在今天仍然适用。
本书堪称计算机专业人士和程序员的必读的经典之作，适合于不同层级的程序员和计算机相关专业的
学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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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奖作者高德纳的《研究之美》和布鲁克斯的《设计原本》，以及Jolt大奖作品《元素模式》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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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
撰写简洁的程序—不要耍小聪明
2
第2章　表达
13
简单并且直接地表达你要说的意思
14
使用库函数
14
避免使用临时变量
16
代码要清晰，不要为了“效率”牺牲可读性
16
让机器干脏活
17
用函数调用替代重复的表达式
18
加括号来避免歧义
21
选择不会被混淆的变量名
21
避免使用Fortran的算术IF
23
避免不必要的分支
25
使用语言好的特性，避免使用不好的特性
25
不要使用条件分支来代替一个逻辑表达式
26
用“电话测试”来检查可读性
29
第3章　控制结构
39
使用DO-END和缩进来界定语句组
40
用IF-ELSE强调两个操作中只有一个被执行
42
用DO和DO-WHILE来强调循环的存在
45
确保你的程序是自顶向下阅读的
46
使用IF⋯ELSE IF⋯ELSE IF⋯ELSE 来实现多路分支
47
使用基本的控制流结构
48
先用容易理解的伪语言编写代码，然后再翻译成 你需要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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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避免使用THEN-IF和空ELSE
55
避免使用ELSE GOTO和ELSE RETURN
56
判断要尽可能紧挨着与之相关的操作
58
使用数组来避免重复的控制流
61
选择可以简化程序的数据表示方法
63
不要止步于第一遍的代码草稿
66
第4章　程序结构
71
模块化，使用子例程
74
让模块之间的耦合变得可见
75
每一个模块都应该做好一件事
76
确保每一个模块都隐藏好一些东西
78
以数据为导向来构建程序的结构
80
不要修补烂代码——重写它
84
分块编写和测试大的程序
91
对于递归定义的数据结构使用递归过程
91
第5章　输入和输出
97
校验输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100
保证输入数据不会违背程序的限制
101
利用文件结束符号或结束标志来终止输入， 不要让用户去计数
102
识别出非法输入数据，如果可能则纠正之
103
使用统一的形式处理文件结束条件
105
让输入数据易于准备，并让输出数据意义不言自明
108
使用统一的输入格式
110
让输入数据易于校对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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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选择自由格式输入
112
使用含义自明的输入，指定默认值，将以上二者都输出
112
将输入与输出局限在子例程中
116
第6章　常见错误
119
确保所有的变量在使用之前都被初始化
120
不要停留在一个bug上
122
使用调试编译器
124
用DATA语句或INITIAL属性初始化常量， 用可执行语句初始化变量
125
小心“差一”错误
126
要注意对不等式进行正确的分支
126
避免循环有多个出口
128
确保你的代码巧妙地“不做事情”
131
在边界值上测试程序
135
预防性编程
136
10.0乘以0.1不等于1.0
137
不要比较浮点数是否相等
139
第7章　效率和测试工具
145
先做对，再做快
147
在提高程序运行速度时，要保持其正确性
149
先把程序改得更简洁，再提高其运行速度
150
不要为了“效率”上的蝇头小利而牺牲程序的简洁性
151
让编译器执行平凡优化
151
不要勉强地复用代码，应该进行改编
152
保证特殊情况真的有特殊性
155
保持简单性，反而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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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不要为了提高速度而画蛇添足—去寻找更好的算法
159
在程序中放置测试语句，“增效”之前先执行测算
161
第8章　文档
165
确保注释和代码一致
167
不要用注释复述代码做的事情， 每个注释都要有实际意义
167
不要注释糟糕的代码——重写它
169
使用含有意义的变量名
170
使用含有意义的语句标签
171
程序的格式要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171
用缩进来体现程序的逻辑结构
172
记录你的数据规划
175
不要过度注释
176
结束语
180

Page 7



《编程格调》

精彩短评

1、精辟，就是fortran看着脑仁疼，还有那个年代还在跟goto斗争，看着满篇的如何消除goto的介绍也
是醉了
2、精辟的书，但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有自我修养的程序员看一眼目录就知道这本书写的是啥，修
养没到位的光看也不一定起作用，还是要实践
3、40年前的内容，大部分还仅限于fortran这种古老的语言缺陷方面，看看目录就知道大致的内容了，
推荐给编程新人吧
4、原著书名为 The Elements of of Programming Style, 胆敢取名 elements 的书还可以一版再版的，都牛得
不得了，比如《几何原本》。此书与《几何原本》从几条简单原理推导出整个世界类似，给出若干来
自实践的原则和原则应用的案例，如何应用还得你我在实践中参详，像习题集。对于计算机专业短短
的历史，这些原则非常古老，书成于FORTRAN流行的时代。但是真正本质的原则往往从行业诞生之
日就隐约存在，并不需世事变迁而有所损益，只是等待时间雕琢慢慢让它们清晰起来。比如C语言的
成功并不像课本前言中写得那么轻易和简单，超越同时代诸多竞争语言赢得声名和后继影响决非偶然
。本书作者之一即是C语言和UNIX创造者之一。

5、语言使用fortran 有点过时
6、虽然出版时间很久了，但是里面的道理仍然不过时
7、很多编程的原则不会随着事件流失，但是 LISP的确看的很蛋疼
8、写代码应该注意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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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表达1.写清楚2.保守使用临时变量3.明白无歧义4.不要自己造所有的工具5.确保判断测试条件清
楚易读二、控制结构1.先用你顺手的高级语言写一遍程序，这时可以看清楚算法并作相应的调试，程
序正确之后，再翻译成你编译器所处理的语言2.子例程和函数，把代码分成可独立管理的小段3.规划数
据结构的时候要像规划控制流一样小心，尝试找到可以起到简化程序作用的数据表示形式三、程序结
构1.编写和维护大型程序唯一的方法是把它分解成一组函数、子例程和过程2.每一个模块应该只处理问
题的一个方面，否则的话，模块就会变得大而复杂3.相对于其他模块，一个模块应该隐藏它如何完成
工作的细节，否则这个模块就无法独立于其他模块来进行修改四、输入和输出1.校验输入数据的合法
于合理性2.保证输入数据不会违背程序的限制3.利用文件结束符号或结束标志来终止输入，不要让用户
去计数4.识别输入错误并尽可能地恢复，不要一碰到错误就停止，也不要忽略错误了事5.在输入和输出
时采用助记符，使得输入数据易于正确地准备，在输出时同时也將输入和默认值输出，并使得输出数
据不言自明6.將I/O局限起来，不要散布在整个程序中。將处理文件结束和缓冲区等细节隐藏在函数
中7.保证程序的结构反映出其所处理的数据五、常见错误1.使用变量之前要初始化2.小心&quot;差
一&quot;错误，确保在正确的次数下完成循环，对于等式的比较判断，确保有正确的分支处理3.检查
数组的下标不要越界4.避免循环有多个出口5.检查程序的内部边界6.预防性编程，搞清楚哪些事可能出
问题，并且添加代码以检查7.不要用浮点数来做累计，不要期望浮点小数数值遵循你熟悉的算术法则
，他们不适用六、效率和测试工具1.假如程序是错误的，再快也没用。2.让代码言简意赅。撰写时不要
惦记着它运行得快。过早优化是万恶之源3.别为每个优化细节去操心，让编译器去照顾这些4.用心于算
法，而非代码细节。记住，数据结构对算法的实现方式有显著影响5.在构造程序时放置测试语句，在
决定&quot;增效&quot;之前先执行测试。在程序演进过程中，可將测试语句留下来随时运用七、文档1.
如果程序不正确，文档写得再好都没有用2.如果文档和代码不一致，那程序就没什么价值3.要在最大程
度上使得代码本身就是自己的文档，如果做不到，重写代码而不是做文档的补充。好的代码需要的注
释量要比坏的代码少4.注释提供的信息应该是从代码上无法获得的5.帮助记忆的变量名和标签，以及强
调逻辑结构的代码布局，都有助于程序自身的文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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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编程格调》的笔记-第155页

        原文
      DIMENSION X(300)
�  READ 1,N,(X(I),I=1,N)
1     FORMAT(I3/(F5.1))
�  K=N-1
6�  J=1
19    L=0
      DO 2 I=J,K
�  IF(X(I)-X(I+1)) 2,2,3
3�  IF(L) 20,21,20
21    J1=I-1
20    SAVE=X(I)
      X(I)=X(I+1)
�  X(I+1)=SAVE
�  L=I
2�  CONTINUE
      IF(L) 8,9,8
8�  K=L
      IF(J1) 6,6,7
7�  J=J1
�  GO TO 19
9     END

对应的C代码如下。
void f_sort(float*x, unsigned int n)
{
int profile_cmp=0;
int profile_swap=0;
int profile_check_L=0;
int profile_check_J1=0;
int profile_move_K=0;
�
int i__1;

int i__, j, k, L;
int j1;
float save;

�k = n - 1;
L6:
    j = 1;
L19:
    L = 0;
    i__1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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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__ = j; i__ &lt;= i__1; ++i__) {
��profile_cmp++;
��if (x[i__ - 1] - x[i__] &lt;= 0.f ) { 
���goto L2;
��} else {
���goto L3;
��}
L3:
�if (L != 0) {
�    goto L20;
�} else {
�    goto L21;
�}
L21:
�j1 = i__ - 1;
L20:
�save = x[i__ - 1];
�x[i__ - 1] = x[i__];
�x[i__] = save;
�L = i__;
�profile_swap++;
L2:
�;
    }
�profile_check_L++;
    if (L != 0) {
�goto L8;
    } else {
�goto L9;
    }
L8:
�profile_move_K++;�
    k = L;
�profile_check_J1++;�
    if (j1 &lt;= 0) {
�goto L6;
    } else {
�goto L7;
    }
L7:
    j = j1;
    goto L19;
L9:
    printf("\nf n: %d\ncmp: %d\nswap: %d\ncheck_L %d\ncheck_J1 %d\nprofile_move_K
%d\nprofile_check_tatal %d\n",
��n, profile_cmp, profile_swap, profile_check_L, profile_check_J1, profile_move_K, 
��profile_check_L + profile_check_J1 + profile_move_K +profile_cmp);
/*�int i=0;
    for(i=0;i&lt;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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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ntf("%f\t", x[i]);
    }*/
    return;
}

2、《编程格调》的笔记-第155页

        下述问题部分已解决，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37079021/].

我试图把书中第155页的烧脑FORTRAN代码移值为C代码，重复排序的实验，失败。
不能重现出 比较次数少 的效果。程序太乱了，另外fortran下标下界是1，且程
序把下标与0比较。这可能是我的C版本代码的错误所在。

求教过路君子，FORTRAN到C的移植。

1.1 原书155页烧脑版代码如下。
1.2 变量说明
2. 我实现的C版本（有问题的）如下:

void brainbreak_sort (float* x, unsigned int n)
{
�int profile_cmp=0;
�int profile_swap=0;
�int profile_check=0;
�int c=0;
�int K=n-1; // n-1
�int J=0;
�int L=0;
        int i=0;
        double save=0;
        int J1=0;

label_6:
�J=1; //1
label_19:
�L=0;
�
�for(i=J;i&lt;K;i++)
�{
��profile_cmp++;
��if(x[i]-x[i+1]&lt;0) goto label_2;
��if(x[i]-x[i+1]==0) goto label_2;
��if(x[i]-x[i+1]&gt;0) goto label_3;

��label_3:
��if(L&lt;0) goto label_20;
��if(L==0) goto label_21;
��if(L&gt;0) goto label_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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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_21:
��J1=i-1;//i-1

��label_20:
��save=x[i];
��x[i]=x[i+1];
��x[i+1]=save;
��profile_swap++;
��L=i;// i

��label_2:;
�}
�
�if(L&lt;0) goto label_8;
�if(L==0) goto label_9;
�if(L&gt;0) goto label_8;

�label_8:
�K=L;
�
�if(J1&lt;0) goto label_6;
�if(J1==0) goto label_6;
�if(J1&gt;0) goto label_7;
�
�label_7:
�J=J1;
�goto label_19;
�label_9:
 printf("brainbreak n: %d\ncmp: %d\nswap: %d\n", n, profile_cmp, profile_swap);
��;�
/*�for(c=0;c&lt;n+1;c++)
�{
��printf("%f\t",x[c]);
�}*/
}

3. 作为对照，原书的平凡版排版代码如下:
4. 我实现的平凡版的C版本如下:
void plain_sort (float* x, unsigned int n)
{
      if (n &lt; 2 ) return;
      int i, j;
      double save;
      int profile_cmp = 0;
      int profile_swap = 0;
      for (i=2; i&lt;n; i++)
      {
           for(j=0;j&lt;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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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f(x[i] &gt;= x[j]) {profile_cmp++; continue;}
                    save = x[i];
                    x[i] = x[j];
                    x[j] = save;
                    profile_swap++;
           }
      }
      printf("plain n: %d\ncmp: %d\nswap: %d\n", n, profile_cmp, profile_swap);
/*    for(i=0;i&lt;n;i++)
    {
        printf("%f\t", x[i]);
    }*/
}
5. 原书中profile对比
我的对比如下，问题是 我的烧脑版的比较次数比平凡版要高。

6. 我的版本: 完整的程序、随机数生成、脚本。
6.1 完整的程序#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void plain_sort (float* x, unsigned int n);
void brainbreak_sort (float* x, unsigned int n);

int main()
{
    float x[2000];
    float y[2000];
    int count=0;
    while(scanf("%f", &amp;x[count++])!=EOF);  //{printf(":%f\n",x[count-1]);}
    int i=0;
/*    for(i=0;i&lt;count;i++)
    {
        printf("%f\n", x[i]);
    }
    printf("\n");
  */  
    for(i=0;i&lt;count;i++)
    {
�y[i]=x[i];
    }
    plain_sort(x, count-1);
    brainbreak_sort(y, count-1);

    return 0;  
}

void brainbreak_sort (float* x, unsigned in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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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profile_cmp=0;
�int profile_swap=0;
�int profile_check=0;
�int c=0;
�int K=n-1; // n-1
�int J=0;
�int L=0;
        int i=0;
        double save=0;
        int J1=0;

label_6:
�J=1; //1
label_19:
�L=0;
�
�for(i=J;i&lt;K;i++)
�{
��profile_cmp++;
��if(x[i]-x[i+1]&lt;0) goto label_2;
��if(x[i]-x[i+1]==0) goto label_2;
��if(x[i]-x[i+1]&gt;0) goto label_3;

��label_3:
��if(L&lt;0) goto label_20;
��if(L==0) goto label_21;
��if(L&gt;0) goto label_20;

��label_21:
��J1=i-1;//i-1

��label_20:
��save=x[i];
��x[i]=x[i+1];
��x[i+1]=save;
��profile_swap++;
��L=i;// i

��label_2:;
�}
�
�if(L&lt;0) goto label_8;
�if(L==0) goto label_9;
�if(L&gt;0) goto label_8;

�label_8:
�K=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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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J1&lt;0) goto label_6;
�if(J1==0) goto label_6;
�if(J1&gt;0) goto label_7;
�
�label_7:
�J=J1;
�goto label_19;
�label_9:
 printf("brainbreak n: %d\ncmp: %d\nswap: %d\n", n, profile_cmp, profile_swap);
��;�
/*�for(c=0;c&lt;n+1;c++)
�{
��printf("%f\t",x[c]);
�}*/
}

void plain_sort (float* x, unsigned int n)
{
      if (n &lt; 2 ) return;
      int i, j;
      double save;
      int profile_cmp = 0;
      int profile_swap = 0;
      for (i=1; i&lt;n; i++)
      {
           for(j=0;j&lt;i;j++)
           {
                   if(x[i] &gt;= x[j]) {profile_cmp++; continue;}
                    save = x[i];
                    x[i] = x[j];
                    x[j] = save;
                    profile_swap++;
           }
      }
      printf("plain n: %d\ncmp: %d\nswap: %d\n", n, profile_cmp, profile_swap);

/*    for(i=0;i&lt;n;i++)
    {
        printf("%f\t", x[i]);
    }*/

}6.2 随机数生成
#include &lt;stdlib.h&gt;
#include &lt;stdio.h&gt;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f(argc!=2)return 1;
�int cou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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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i=0;
�const int MAX =100;
�const int MIN =0;
�
�srand((int)getpid());
�sscanf(argv[1], "%d", &amp;count);
�
�for(i=0;i&lt;count;i++)
�{
��printf("%d\n", rand()% (MAX + 1 - MIN) + MIN);
�}

�return 0;
}6.3 脚本
gcc rand.c -o rand; ./rand 10 &gt; rand2000.txt
gcc sort.c -o sort; ./sort &lt; rand200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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