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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原书第3版）》

内容概要

和第2版相比，本版内容上*大的变化是，从以IA32和x86-64为基础转变为完全以x86-64为基础。主要更
新如下：
基于x86-64，大量地重写代码，首次介绍对处理浮点数据的程序的机器级支持。
处理器体系结构修改为支持64位字和操作的设计。
引入更多的功能单元和更复杂的控制逻辑，使基于程序数据流表示的程序性能模型预测更加可靠。
扩充关于用GOT和PLT创建与位置无关代码的讨论，描述了更加强大的链接技术（比如库打桩）。
增加了对信号处理程序更细致的描述，包括异步信号安全的函数等。
采用新函数，更新了与协议无关和线程安全的网络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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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厨二经常说什么神作的话，这本书就是当之无愧的神作
5、错别字好像有点多，我看了十分之一就发现了三处错字了，感觉校对的人不认真啊。
6、读完这本书你将成为大牛。。我读完基本写完练习，实验做了三个，做到缓冲区溢出一半，就没
做了。读了一个月吧，目前还差两章，确实懂了很多以前困惑的东西。
7、等这本书很久啦，其实第三版的CSAPP早就翻译完了，出版社联合上交做了视频课程，内容不必多
说，北大上交用了十多年的教材，想特别表扬下机工，纸张再也不是那种吹弹可破的了，还是双色版
8、我看这书时我已经修过数电和微机原理，然后觉得这书还是适合给非EE的学生拿来入门
9、中文版翻译的错别字较多，而且感觉完全是从第二版移植过来的，校对也不认真，比起英文版的
质量差不止一点！希望后面再印刷时能够修正！
10、恕我直言，说这本入门的，肯定是很笼统地扫过一遍的人，看完外加做题的，总能找到很多不明
之处。
11、确实不愧是经典，内容讲的详细，例如：虚拟存储器这一章，就详细的从虚拟存储器的实现和使
用两个方面进行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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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原书第3版）》的笔记-第1页

        我个人的经验是，有许多系统设计和概念，看似简单或不理解，可一旦自己动手做同样的试验，
才明白当初设计者为什么要如此设计。计算机系统就像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对每一个部件的设计都要
求它能够与系统其它部件和平相处，我们不能站在一个微观的视角去看待系统部件的设计是否最优，
而应该从宏观来观察和思考确实是这样的，在我自己动手写web server、网络库之前总是觉得这些东西
很高达上，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可是等到自己一行一行的把这些轮子造出来之后，回过头来想，觉得
他们的原理竟是如此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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