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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Randy Allen以优异盛开获得Harvard大学化学专业学士学位，在Rice（赖斯）大学获得数学科学硕士和
博士学位。成为Rice大学研究员之后，Allen博士参加了业界编译器构造的实践活动。他经历了
在Ardent Computers、Sun Microsystems、Chronologic Simulation、Synopsys和CynApp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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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需要有一定的基础，而且最好从头开始看，内容是相互依赖的。对于研究编译器或者程序并行化
的来说，此书必不可少，该书是赖斯大学几十年研究的结晶，赖斯大学在编译器领域还是很牛的。
2、Except for the nasty translation, this book is awesome for those who want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compiler
based on architecture.
I would recommend those to read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3、粗略的翻了下，讲编译器优化细节的，以Fortran为主
4、略读一遍。主要搞清知识框架。优化的主要方法是依赖。精读了第二章的部分章节。搞清了依赖
的三种类型及依赖图的画法。个人觉得已经足够。其他知识等需要时再精读一点不晚。其实精读那部
分还是挺来劲的。
5、哎哟，这书我可是货真价实地看吐了，不是写的垃圾，而是我确确实实感觉到自己太垃圾了。这
是有史以来难得我100%肯定我这辈子不需要看下去的书...
6、这本书通过依赖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编译领域的许多问题，也算是编译人员的必读书籍吧，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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