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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欢迎阅读《Java 7 入门经典》，本书通俗易懂，是学习Java语言以及Java平台API的综合性入门指南
。本书提供了在Java JDK 7或更高版本环境下进行程序开发的一些基础知识。  本书除了教授Java知识外
，还会介绍与Java程序员有关的各种主题。本书的组织结构经过了仔细设计，符合思维逻辑，让Java编
程学习的各个阶段都环环相扣。  本书读者对象  Java编程应用范围广泛，而且随着语言本身以及关联
的函数库的增长，Java的应用领域仍然在不断扩展。自从发布以来，Java作为一门面向对象的语言已成
为Internet编程、跨平台应用以及教学中的首选语言。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有三个原因：Java与生俱来
的系统无关的特性、Java语言的简单性和强大，以及Java作为工具可以有效并轻松实现的编程任务的广
泛性。对于主要的应用程序开发，Java是许多程序员的选择。与其他语言相比，Java能提供便捷的开发
和维护优势。此外，还有在各种计算机和操作系统中不用修改代码即可运行的内在能力。使用Java可
以做到更多、更快、更容易。  本书旨在提供对于Java语言的全面理解以及在一些Java应用程序上下文
环境中进行编程的经验，希望读者能在其中的每个核心领域都打下坚实的基础。书中介绍的Java各方
面知识都通过实际的例子进行解释和说明，这些例子也可以自己创建并运行，而且也应该自己进行试
验。每章末尾的练习有助于对所学知识进行尝试。在理解本书介绍的主题内容之后，就能开始编写有
特色而且有效果的Java程序了。  书名中的“入门”更多是指本书的编写风格而不是指读者的能力水平
，所以也可以称为“直通Java”，这是因为本书的结构设计合理，不论是已有其他语言编程经验的程
序员还是刚入门的新手，本书都适合阅读。  本书假定您至少有一点编程的基础，比如应该至少理解
程序运行的基本概念。但是在阅读本书之前并不需要太多的预备知识。本书讲解的进度虽然有些快，
但却覆盖了对Java运行工作机制的所有必要解释。

Page 2



《Java 7入门经典》

内容概要

无论学习Java是为了编写嵌入网页的定制applet，还是为了编写大型应用程序，本书都十分适合阅读。
本书是关于Java语言讲解最为细致、全面的入门书籍，介绍了使用最新的Java JDK 7开发程序所需要的
所有基础知识。书中包含大量的示例，清晰地解释了涉及的关键概念，演示了Java开发的复杂细节。
在阅读各个章节的过程中，您还能获得无价的编程经验，并逐步开始编写功能全面的Java程序。Ivor
Horton在编写入门类编程图书方面独具心得，著作深受好评。Java SE 7相对之前发布版本更新了超
过30%的语言特性，本书从基础知识入门，介绍了使用这一最新发布版本编写Java程序的方方面面，涵
盖了Java的所有语言新特性，可为读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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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Ivor Horton是Java、C和C++编程语言方面的杰出作者，由他执笔的图书都非常有名，如《Visual C++
2010入门经典(第5版)》、《C语言入门经典(第4版)》、《C++入门经典(第3版)》等。他编写的图书十
分适合初学者学习，讲解细腻、全面，示例丰富，深受读者好评。Ivor Horton还是私人实践方面的系
统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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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
600
15.2  Observable和Observer
对象
601
15.2.1  定义Observable对象的
类
602
15.2.2  Observable类的方法
602
15.3  生成随机数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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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日期和时间
608
15.4.1  Date类
608
15.4.2  解释Date对象
609
15.4.3  公历
612
15.5  正则表达式
618
15.6  使用Scanner对象
637
15.6.1  创建Scanner对象
637
15.6.2  从Scanner对象获取
输入
638
15.6.3  测试标记
640
15.6.4  为标记定义自己的
模式
641
15.7 小结
642
15.8 练习
642
第16章  线程
645
16.1  理解线程
645
16.1.1  创建线程
647
16.1.2  停止线程
652
16.1.3  连接线程
653
16.1.4  线程的调度
654
16.1.5  实现Runnable接口
654
16.2  管理线程
656
16.2.1  同步
657
16.2.2  死锁
672
16.3  使用执行器
674
16.3.1  使用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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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16.3.2  执行Callable<V>任务
675
16.3.3  Future<V>对象方法
675
16.3.4  关闭线程池
676
16.4  线程优先级
685
16.5  小结
687
16.6  练习
687
第17章  创建窗口
689
17.1  Java中的图形用户界面
689
17.2  创建窗口
691
17.2.1  设计窗口
692
17.2.2  在GUI代码中禁止
死锁
692
17.3  组件和容器
696
17.3.1  Window和Frame组件
697
17.3.2  Window面板
698
17.4  组件的基础知识
699
17.4.1  组件的属性
699
17.4.2  组件的大小和位置
700
17.4.2  点和矩形
703
17.4.3  组件的可视化特性
706
17.4.4  Swing 组件
714
17.5  使用Swing容器
716
17.6  容器的布局管理器
718
17.6.1  流布局管理器
719
17.6.2  使用边界布局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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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17.6.3  使用卡片布局管理器
726
17.6.4  使用网格布局管理器
728
17.6.5  使用BoxLayout管理器
730
17.6.7  使用GridBagLayout
管理器
736
17.6.8  使用SpringLayout
管理器
743
17.7  向窗口中添加菜单
750
17.7.1  创建JMenu和
JmenuItem对象
750
17.7.2  创建菜单
751
17.7.3  为菜单添加菜单项
753
17.7.4  添加菜单快捷键和
加速器
757
17.8  小结
759
17.9  练习
759
第18章  处理事件
761
18.1  交互式Java程序
761
18.2  事件处理过程
763
18.3  事件类
764
18.3.1  低级事件类
764
18.3.2  使窗口处理自己的
事件
766
18.3.3  允许其他低级事件
768
18.3.4  低级事件监听器
769
18.3.5  使用适配器类
774
18.3.6  语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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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
18.3.7  语义事件监听器
776
18.4  applet中语义事件的处理
777
18.4.1  其他事件处理方式
785
18.4.2  处理低级事件和
语义事件
787
18.5  应用程序中的语义事件
监听器
788
18.6  使用动作
794
18.6.1  Action接口
794
18.6.2  Action方法
795
18.6.3  把动作用作菜单项
796
18.6.4  定义Action类
797
18.7  添加工具栏
803
18.8  添加菜单图标
812
18.9  添加工具提示
813
18.10  禁用动作
815
18.11  小结
815
18.12  练习
815
第19章  在窗口中绘图
817
19.1  使用模型/视图体系结构
817
19.2  组件坐标系统
821
19.3  在组件上绘图
822
19.3.1  图形环境
822
19.3.2  绘图过程
825
19.3.3  渲染操作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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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形状
826
19.4.1  定义点的类
826
19.4.2  直线和矩形
827
19.4.3  圆弧和椭圆
832
19.4.4  曲线
835
19.4.5  复杂路径
843
19.5  填充图形
848
19.6  管理图形
853
19.6.1  存储模型中的图形
854
16.6.2  绘制图形
856
19.7  用鼠标绘图
857
19.7.1  处理鼠标事件
857
19.8  定义自己的图形类
864
19.8.1  定义直线
865
19.8.2  定义矩形
866
19.8.3  定义圆
868
19.8.4  绘制曲线
871
19.9  修改光标
873
19.10  小结
874
19.11  练习
874
第20章  扩展GUI
875
20.1  创建状态栏
875
20.1.1  用于Sketcher的
状态栏类
876
20.1.2  更新面板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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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使用对话框
880
20.2.1  模态对话框和非模态
对话框
881
20.2.2  一个简单的模态
对话框
882
20.2.3  即时消息对话框
885
20.2.4  即时输入对话框
887
20.3  使用对话框创建文本
元素
889
20.3.1  为文本定义菜单项和
工具栏按钮
889
20.3.2  定义文本类
891
20.3.3  创建文本元素
892
20.4  字体选择对话框
895
20.4.1  FontDialog类
896
20.4.2  创建字体对话框按钮
896
20.4.3  添加数据面板
898
20.4.4  实现字体列表
899
20.4.5  显示所选的字体
901
20.4.6  使用分隔面板
902
20.4.7  使用微调按钮
903
20.4.8  使用单选按钮来选择
字体样式
905
20.4.9  监听单选按钮
906
20.5  弹出式菜单
908
20.5.1  显示弹出式菜单
910
20.5.2  实现上下文菜单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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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变换用户坐标系统
921
20.8  选择自定义颜色
937
20.8.1  使用缓存的图像
938
20.8.2  使用JColorChooser
对话框
938
20.8.3  添加自定义颜色GUI
939
20.8.4  显示颜色选择对话框
941
20.9  小结
942
20.10  练习
943
第21章  填充和打印文档
945
21.1  串行化草图
945
21.1.1  实现串行化
946
21.1.2  串行化元素列表
946
21.2  用来保存草图的基本架构
946
21.2.1  指定文件名
946
21.2.1  验证草图的目录
947
21.2.3  记录草图是否修改
948
21.2.4  处理File菜单事件
949
21.3  使用文件选择器
950
21.3.1  显示文件保存对话框
950
21.3.2  显示文件打开对话框
951
21.3.3  定制文件选择对话框
951
21.4  实现文件操作
953
21.4.1  创建定制的文件
对话框
954
21.4.2  实现保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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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
21.4.3  实现Save As操作
959
21.4.4  实现文件打开操作
961
21.4.5  启动新草图
963
21.4.6  禁止在关闭时丢失
数据
964
21. 5  在Java中打印
966
21.5.1  创建和使用PrinterJob
对象
967
21.5.2  打印页面
970
21.5.3  打印整个草图
974
21.5.4  横向打印
978
21.5.5  提高打印性能
980
21.2.6  实现页面设置
981
21.5.7  使用Java打印对话框
984
21.5.8  多页面文档的打印
987
21.5.9  使用Book对象进行
打印
995
21.5.10  打印Swing组件
997
21.6  小结
999
21.7  练习
1000
第22章  Java和XML
1001
22.1  XML
1001
22.1.1  XML的作用
1002
22.1.2  在Java中处理XML
1002
22.2  XML文档结构
1002
22.2.1  结构良好的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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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
1003
22.2.2  有效的XML文档
1004
22.2.3  XML文档中的元素
1004
22.2.4  元素的属性
1008
22.3  XML中的数据结构
1011
22.4  文档类型定义
1011
22.4.1  声明DTD
1012
22.4.2  定义DTD
1013
22.4.3  Sketcher的DTD
1019
22.5  结构良好的文档的规则
1023
22.6  XML名称空间
1024
22.6.1  名称空间声明
1024
22.6.2  XML名称空间和
DTD
1026
22.7  XML 模式
1026
22.7.1  定义模式
1027
22.7.2  定义模式元素
1028
22.7.3  指定数据类型
1029
22.7.4  定义复杂元素的属性
1029
22.7.5  值的限制
1030
22.7.6  定义属性组
1031
22.7.7  指定一组元素选项
1031
22.8  Sketcher模式
1032
22.8.1  定义直线元素
1033
22.8.2  定义矩形元素类型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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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3  定义圆元素类型
1035
22.8.4  定义曲线元素类型
1036
22.8.5  定义文本元素类型
1037
22.8.6  完整的Sketcher模式
1037
22.8.7  使用模式的文档
1041
22.9  用XML文档编程
1041
22.9.1  SAX 处理
1042
22.9.2  DOM 处理
1043
22.10  访问解析器
1043
22.11  使用SAX
1044
22.11.1  解析器的属性和
特征
1046
22.11.2  用SAX解析文档
1048
22.11.3  实现SAX处理
程序
1049
22.11.4  处理其他解析事件
1058
22.11.5  解析模式实例文档
1059
22.12  小结
1064
22.13  练习
1064
第23章  创建和修改XML文档
1067
23.1  文档对象模型
1067
23.2  设置DOM解析器的
特征
1069
23.3  解析文档
1070
23.4  导航Document对象树
1071
23.4.1  节点类型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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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2  可忽略的空白和元素
内容
1077
23.4.3  访问属性
1078
23.5  转换XML
1081
23.6  创建Document对象
1085
23.7  把草图存储为XML
文档
1089
23.7.1  添加元素节点
1090
23.7.2  为完成的草图创建
Document对象
1097
23.7.3  把草图保存为XML
文件
1099
23.8  读取草图的XML表示
1103
23.8.1  从XML中创建基类
对象
1103
23.8.2  从XML节点中创建
元素
1105
23.8.3  处理Import XML
事件
1109
23.8.4  读取XML文件
1110
23.8.5  创建模型
1111
23.9  小结
1114
23.10  练习
1114
附录A  关键字
1117
附录B  计算机的算术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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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十六进制字面量 Java中的十六进制字面量在开头都有o）【或0X，而且遵循使用
字母A到F（或者a到f）分别表示数字10到15的约定。如果对十六进制不是很熟悉，这里有一些例子： 
如果不熟悉十六进制数，可以在附录8中找到有关它们工作方式的说明。上面所有的十六进制字面量
都是int类型。如果想要设定一个long类型的十六进制字面量，就必须在字面量后面添加一个L，就像对
十进制字面量一样。例如，0xFL是一个与十进制值l5等同的十六进制字面量。当然，可以将一个字面
量，例如0xAABBCCD9L写成0xAABB_CCD9L。这里的下划线字符将十六进制数字每4个分成一组。每
组的4个十六进制数对应内存中的两个字节。与十进制整数字面量一样，下划线只能在十六进制字面
量的数字之间出现，因此0x_3ABC和0x3ABC_都不对。 2）二进制字面量 有时，将整数字面量设置为
二进制值更加方便。在一个字面量的前面加上0b或0B就能将其标识为一个二进制数。在这种情况下，
数字只能是0或1。例如，0b110010101011或0B110010101011和0xCAB以及十进制值3243一样。也可以在
二进制字面量中使用下划线字符，所以可以将值写为Ob1100 1010 1011，那样更容易阅读。每组的4个
二进制数对应一个十六进制数。当然，二进制字面量也可以是long类型；只需要在数字后面附加一个L
。0b_1000和0b1000_都不正确，因为下划线只能在数字之间出现。 3）八进制字面量 写八进制数字字
面量时要以零开头，所以035和067都是int类型的八进制数，而0777777L是long类型的八进制字面量，后
者也可以写成0777_777L。八进制数只能使用数字0～7，而且每个八进制数都定义为3比特。在以前机
器都用3比特倍数的长字来存储数字时，经常使用八进制数。 现在很少有必要使用八进制数，但是必
须注意不要意外使用它们。如果在一个整数字面量的前面添加一个0，Java编译器就会认为在指定一个
八进制值。除非其中一个数字比7大，导致编译器将其标记为错误，否则将无法知道该错误，而这个
数字也不会是想象中的值。 2.2.1声明整型变量 如前所述，可以使用如下语句声明long类型的变量：
long bigOne； 该语句是对变量bigOne的声明，指定变量bigOne存储一个long类型的值。编译该语句时
，会为变量bigOne分配8字节的内存。Java不会自动初始化一个这样的变量。如果想要变量有一个初始
值，而不是使用内存上次使用后留下来的无效值，就必须在声明中指定自己的值。为了声明变
量bigOne并初始化为2，999，999，999，只需要这样写： long bigOne=2_999_999_999L； 这会将该变量
设置为等号后面的值。在声明变量时总是初始化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在字面量中插入下划线是为了使
它易读。注意如果在计算中使用没有赋值的变量，程序将无法编译。有时候如果不在声明变量时对其
初始化，编译器就不能在使用该变量之前判断出它是否已经初始化，即使看起来很明显已经初始化。
这也会被标记为一个错误，但是如果能在声明这些变量时总是初始化它们，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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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Java 7入门经典》为编程导师Ivor Horton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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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书，准备开始学习盛宴
2、编程导师Ivor Horton最新著作
3、找了半天还是在东上买了
4、　　java入门编程的书籍满天飞，《Java 7 入门经典》正如书名那样，堪称所有书籍中的经典。后
悔未能早遇此书，所幸运的现在读此书。整本书对于入门的人十分合适，刚开始你不用担心自己没有
一点的java基础。书的前几章，由浅入深的介绍了java 是一门什么样的语言，又通过何种方法掌握她。
　　    书中有插图，有实例源码，掌握起来效率高。你不会因为是新手看着着，因困惑放弃继续学习
的兴趣。边看书边模仿写代码，每当一个程序跑通了，那种兴奋的滋味油然心头。这本书对于有一定
经验的工程师，精读起来或许有点浪费时间，但可以跳过前几章基础的内容，选择阅读书中一些介
绍java编程的技巧和有用的工具的章节。
　　    如果，书中能把java 7 的内容单独介绍一下或许更能体现她的价值。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5、买回来这么久了，都没怎么看过，就知道 作者写的C语言很出名
6、经典的老式教材，看着比较枯燥，但口碑和共用都在那里！
7、经典著作，值得一读，快速浏览一遍，对Java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8、书中的内容还是不错的。讲的挺详细的。
9、大师之作，当然很喜欢的，就是有点贵。多点活动打折就好了。
10、如果有其他的OOP编程的基础,建议不买此书.讲解的很到位,不过都是很基础的东西,像HHS,根本都
没有提到.
11、这本书对于JAVA程序员有一定的帮助，建议比较系统的学习。
12、翻译太烂了，啰嗦的要死。例子很多，不错。
13、有残页，后来换了，很不出
14、我买的 是 z实惠的 商品除了封面 上 有些 瑕疵30左右的 价格 真的是非常满意啊  呵呵真是  碰到 好
的机会了呢 笑（^-^）当然 作为商品的评价 我会按照 标准的售价来评价的作为 80多的 书籍 内容当然
是没有说的只是觉得 人民邮电的书籍似乎更好些呢例如 c primer plus
15、很详细
16、看了其中几章, 都是从很基础的知识开始讲起, 很扎实的书, 适合没有经验的从头学起;
17、推荐这个数据，是入门学习的好教程 可以学习的哈
18、JAVA入门必备，好书，买值了，虽然贵了点
19、不知道是排版的原因，还是译文的原因，还是原著的原因，有些概念描述得不清楚
20、这本书感觉文字说的太多，没有与例子结合，例子没有中文注解，例子又很少，初学者很不好懂
21、内容强大，很实用，真在看。
22、网上看了样章才出手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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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java入门编程的书籍满天飞，《Java 7 入门经典》正如书名那样，堪称所有书籍中的经典。后悔未
能早遇此书，所幸运的现在读此书。整本书对于入门的人十分合适，刚开始你不用担心自己没有一点
的java基础。书的前几章，由浅入深的介绍了java 是一门什么样的语言，又通过何种方法掌握她。书中
有插图，有实例源码，掌握起来效率高。你不会因为是新手看着着，因困惑放弃继续学习的兴趣。边
看书边模仿写代码，每当一个程序跑通了，那种兴奋的滋味油然心头。这本书对于有一定经验的工程
师，精读起来或许有点浪费时间，但可以跳过前几章基础的内容，选择阅读书中一些介绍java编程的
技巧和有用的工具的章节。如果，书中能把java 7 的内容单独介绍一下或许更能体现她的价值。个人意
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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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Java 7入门经典》的笔记-第173页

        本来类的概念就抽象，觉得此章介绍过于详细哆嗦，看得我云里雾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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