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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Erlang之父Joe Armstrong编写，是毋庸置疑的经典著作。书中兼顾了顺序编程、并发编程和分布
式编程，重点介绍如何编写并发和分布式的Erlang程序以及如何在多核CPU上自动加速程序，并深入
地讨论了开发Erlang应用中至关重要的文件和网络编程、OTP、ETS和DETS等主题。第2版全新改写，
反应了自第1版面世以来Erlang历经的所有变化，添加了大量针对初学者的内容，并在每章后都附上了
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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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FP果然泪目，还得读几遍....列表推导和模式匹配不能更好用！
2、内容更新了，但是感觉不如第一版好
3、这本书比较适合初学者理解erlang的主要思想，讲的比较浅显，不过每次读后都很有收获，由于自
己也是一个初学者，就不写什么感悟了
4、模式匹配很强大，swift没借鉴到。
5、学习erlang的第一本书
6、不错的一本书，但是看完后对erlang的实质还是没有太多的了解。
7、比第一版详细和添加了最新的一些特性（map），而且增加了习题
8、读一遍不行呀
9、很实用，比直接看doc爽
10、我认为比第一版要好，加入了更多实例和拓展
11、这本书讲解的不错，还没看完
12、基础get, 还要练习
13、大致浏览了一遍，全是代码，没《Erlang/OTP并发编程实战》来得好
14、Erlang 本身语法很简单，语言内建并发、分布式特性。后面几章感觉坑太深了，无法深入浅出了
，跳着看。内容3星，翻译加1星，入门（坑）吧，适合当第一本 Erlang 书籍。达到干活程度远远不够
啊。Erlang/OTP, 自带库函数, rebar3, cowboy 等等...  再来点 Elixir...
15、不错的erlang介绍书。
16、三遍，感觉还行
17、Erlang语法有点怪，对于习惯了c系的我来说。
不可变的中间状态 令人印象深刻。
学习新的语言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虽然泛泛地学习不能真正体会这门语言的精髓，但的确有一些新的
启发。

读地比较泛，也没有太多实践，比较遗憾。
18、Erlang的语法实在太怪了，感觉要看不下了，又有一本书要烂尾了⊙﹏⊙
19、第一个接触到的函数式语言
20、哦我其实看得这本
21、第二版新增了很多实用篇章，还涉及了部分 Erlang 17 的特性，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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