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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作背景自由、开放的Linux操作系统正在蓬勃发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Linux操作系统的用户数量
迅速增长，很多Linux爱好者希望能够学习、掌握Linux内核的原理、机制，能够阅读Linux内核代码，
并能够加以应用，但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常遇到以下问题。Linux内核学习门槛较高，初学者总想迅速
读懂内核源代码，往往在不清楚内核运行机制和内核代码结构的情况下就开始阅读Linux内核代码，会
遇到很大障碍。随着Linux内核的发展，内核的代码量日益增加，系统规模不断扩大，复杂度不断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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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inux2.6内核标准教程》适合Linux内核爱好者、Linux驱动开发人员、Linux系统工程师参考使用，也
可以作为计算机及相关专业学生深入学习操作系统的参考书。Linux内核是Linux操作系统中最核心的
部分，用于实现对硬件部件的编程控制和接口操作。《Linux2.6内核标准教程》深入、系统地讲解
了Linux内核的工作原理，对Linux内核的核心组件逐一进行深入讲解。
全书共8章，首先讲解Linux系统的引导过程；然后对Linux内核的3大核心模块——内存管理、进程管
理、中断和异常处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时间度量、系统调用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最
后讲解了Linux内核中常见的同步机制，使读者掌握每处理器变量和RCU这两种新的同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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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Linux内核学习基础1.1 为什么研究Linux内核本节先对Linux系统的来源、历史背景和现状
作简单介绍，然后讨论自由软件的价值所 在及自由软件如何满足用户的需要，最后讲解Linux系统的
应用前景和未来。1.1.1　Linux的历史来源谈到Linux内核，不能不介绍GNU项目。假若没有GNU计划
和GNU推出的自由软件，Linux内核不可能如此成功；Linux内核的开发工作都是基于GNU推出的自由
软件完成的。反过来，没有Linux内核，GNU计划也只是一个空谈——它无法向用户提供一个完全自
由的类UNIX操作系统。GNU和Linux相辅相承、缺一不可。GNU工程始于l984年，由自由软件之
父Richard Stallman组织，目的在于开发一套自由、完整的UNIX操作系统。该系统是一个完全“自由”
的软件体系，与此相应的有一份通用公共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GPL）。和大多数软件许可
证相反，GNU通用公共许可证力图保证用户共享和修改自由软件的自由——保证自由软件对所有用户
是自由的，这里指的是自由而不是免费。GPL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
：//www.gnu.org/licenses/licenses.html。Linux内核及其他相关的大量软件都是在GPL的推动下开发和发
布的。各种使用Linux作为内核的GNU操作系统正被广泛地使用着，虽然这些系统通常被称作为Linux
，但是它们应该被更确切地称为GNU/Linux系统。原因在于，Linux实际上是操作系统的内核，使这个
内核变得非常有用的大量应用程序都是GNU软件，都是在GPL许可证下发布的。例如，窗口管理系统
、编译器、各种shell、脚本解释器、浏览器、编辑器以及其他多不胜数的实用工具。基于该原因
，GNU/Linux更适合作为操作系统的名称，而Linux则适合作为内核的名称。GNU项目的开发策略是先
完成现有UNIX系统中实用程序（如Is、cat、autoconf、　automake）的自由实现，然后开发GNU操作
系统的核心——Hurd内核，只要Hurd内核开发出来，GNU就是一套真正自给自足、完整的自由操作
系统。但与此同时，Linux内核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崛起，也使用GNU的通用公共许可证，填补了GNU
Hurd内核的空缺。因为Linux内核已经十分成熟，目前几乎所有的GNU系统都采用Linux作为操作系统
的核心。如果说Richard Stallman创立并推动了自由软件的发展，那么Linus毫不犹豫奉献给GNu的Linux
，则把自由软件的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Linux内核是一个极其成功的自由软件，是自由软件中
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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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解Linux内核的工作原理是做好嵌入式Linux开发的关键，也是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的难点之一。
《Linux2.6内核标准教程》紧扣这一主题，以简沽的语言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值得一读。北京麦
克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BMR）董事长／电子产品世界杂志编委何小庆《Linux2.6内核标准教程》有
非常突出的特点一图文并茂、分析透彻，全书配以大量图表引导读者建立起对Linux内核的认识和理解
，是作者多年嵌入式Linux从业经验的总结，读者一定会从中受益。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嵌入式系统分会
秘书长郭淳学在开源技术盛行的今天，基于Linux内核的计算机系统正在发挥符巨大的作用，越来越多
的人参与到Linux的相关开发之中，《Linux2.6内核标准教程》是深入学习Linux内核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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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国人写的书。
　　周立功还写了序。
　　初读一下，感觉还行。不足的地方是，序言里面写的互动论坛，竟然已经换成其他的书了。
　　另外，书很薄，很多地方没有讲到，感觉如果读《情景分析》和《UKL3》的话，这本书可以先读
一下。
　　最大的优点是，利用的内核是2.6.15.比较新了。
2、教程比较通俗，在同类教材里是比较适合上手的。就是“标准”2个字有些不明白。
3、讲的挺好，对内核剖析的挺让人易懂，就是有一些小错误，不过稍微动下脑筋也不影响阅读
4、还在读，感觉不错！
5、写得过于简单，非常差，浪费钱
6、送货速度也快，挺好的
7、书中内容枯燥，不适合初学者。
8、很通俗的教程，很好很强大
9、对内核的部分代码进行了注释式的解释，附录中还讲解了使用qemu调试内核的方法。个人感觉，
配合O'reilly的《深入理解LINUX内核》更好用
10、這本書對本人來說,正好.
11、对于内核分析来说 就是垃圾
12、书本不错，不过书中的光盘给我邮到的时候竟然是断开的，郁闷
13、内容不够深入，有些泛泛而谈。以后再认真翻翻。
14、对于读Linux内核代码很有帮助，理解操作系统的原理等等，很好的一本书！！
15、年少时的工程梦想 玩转linux内核 后来只实现了第一个字 相比于其他内核巨著 选择了较新的那个
版本 但内容浅了很多 实用性不强
16、写的不错，但是还是要有一定基础的人在读，如果以前没有搞过linux，刚上来就弄这本书的话会
找不着头绪
17、这种技术类的书籍要么买外国人写的，国人写的也只有一些培训公司的还行，高校写的书都是垃
圾。
18、不错的，这本书,值得看
19、书的内容着实不错，但是里边有许多小错误，可能是码字人员太粗心了，不过一般人一看就知道
正确的是什么，不影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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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国人写的书。周立功还写了序。初读一下，感觉还行。不足的地方是，序言里面写的互动论坛，
竟然已经换成其他的书了。另外，书很薄，很多地方没有讲到，感觉如果读《情景分析》和《UKL3》
的话，这本书可以先读一下。最大的优点是，利用的内核是2.6.15.比较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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