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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核源代码构建系统
ARM处理器结构
构建高效分析环境
汇编级启动过程
内核分析常用API、ARM指令、GAS关键词
发生中断到调用处理器的详细过程
本书是多位作者在3年Liunx内核分析经验和庞大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收录了其他同类书未曾讲解的内
容并进行逐行分析，一扫当前市场中其他理论书带给读者的郁闷。书中详细的代码分析与大量插图能
够使读者对Linux内核及ARM获得正确认识，自然而然习得如何有效分析定期发布的Linux内核。
本书适合想从Linux内核启动开始透彻分析全部启动过程的读者，因Linux代码量庞大而束手无策的人
、想要了解Linux实际运行过程的人、渴求OS实操理论的人，本书必将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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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只是推荐，翻译一般，内核书籍里非常细致的代码分析，一般推荐先熟读一本内核原理的书籍后
再阅读此书会比较有效果。
2、译者非IT工作者，各种常识性错误，简直了！！！！书本身内容不错，讲解的很细致！！值
得ARM Linux内核的玩家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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