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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之髓》

内容概要

《代码之髓：编程语言核心概念》作者从编程语言设计的角度出发，围绕语言中共通或特有的核心概
念，通过语言演变过程中的纵向比较和在多门语言中的横向比较，清晰地呈现了程序设计语言中函数
、类型、作用域、类、继承等核心知识。本书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各种概念是因何而起，并在此
基础上更好地判断为何使用、何时使用及怎样使用。同时，在阅读本书后，读者对今后不断出现的新
概念的理解能力也将得到提升。
《代码之髓：编程语言核心概念》力求简明、通俗，注重可读性，可作为大学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
等专业程序设计语言概论教材、计算机等级考试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软件开发人员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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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尾 泰和（Nishio Hirokazu）
24岁取得理学博士学位。2007年起在Cybozu实验室从事提高知识生产力的软件开发工作。曾担任
“2011年全日本安全与程序设计实战集训”程序设计语言组组长。特别关注编程语言的多样性及发展
。著作有《Jython语言程序设计》《程序员应该了解的程序设计基础知识》《WEB+DB PRESS》（第60
期特辑）等。
曾一鸣
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研究生毕业，现就职于某国际独立软件开发商，从事软件售后支持工
作。对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脚本语言及其在语音、图像等信号处理中的应用有着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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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定位看不懂系列。然而书内容其实还行
2、内容很基础，刚入门编程时可以看看。书名起得有点大了，书中有些地方挖得也不够深，而且并
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另外，书中有几处明显的翻译错误。
3、应该都是挺基础的东西，不过有的内容还是得 有多语言的体验才能看得明白。
后面关于类的历史和观点挺有启发的。
4、作为休闲读物来说还算不错。上下班地铁上很快就读完了
5、难得不仅是会某个东西，而是把会的东西嚼烂了让牙口没那么好的人也能品尝到美食。可以看出
作者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写出了这么一本形象生动，对于非科班程序员和编程初学者很有帮助的书
。
6、感觉等我懂得多一点的时候可以再读一次
7、对于各种程序设计语言的特性进行了较为精炼的描述，对于语言的特性、各种语言的设计都进行
了大致的介绍，确实很能开阔视野~另一方面，有些理解确实加深了，比如委托的概念，之前在C#中
学习感觉实在有些朦胧，本书用Java演示了一下，就清晰多了~
8、到底还是纸版阅读体验更好
再读读
9、值得一看。
10、这书名字虽然恶心，但是还真是不错
11、巩固基础的一本书。
12、作为只会C的辣鸡到后面的面向对象看得云里雾里，从此书开始立下flag，学编程的路坚持坚持再
坚持
13、编程语言的核心概念每天都在应用，却不知道其实也是经过进化而来的。了解这些概念的来历，
不错。
14、写的有点太浅了
15、从历史发展取舍和多语音横向对比来讲述编程语言中的基本概念，可以在某个闲暇的下午快速浏
览一遍。
16、光看书名，还以为是讲如何写出牛逼代码的。不过内容主要讲了一门编程语言的各个考量点，对
比了很多过去、现在的语言，讲解了为什么这样设计、不同语言它们是怎样设计的。科普版的编译原
理，挺有意思的。200多页，当闲时读物挺不错的，值得一读。
17、通过对多种语言之间的差别来阐述编程中的基本概念
18、介绍一些基础的东西，之前确实没想过，很好
19、适合初学者 完全没多少有价值的内容 有点太标题党了
20、专注于编程语言的通识读本，适合对若干编程语言有基本了解的人阅读，编辑错误太多
21、I love the book!
22、这本书的定位有点奇怪，非常基础的编程科普，却又要求读者了解数门编程语。但是既然已经了
解数门编程语言了为什么还要回去读这种基础科普呢？当然书还是不错，这是因为这个奇怪的位置似
乎没有其他书可以作为衡量标准。
23、语言基本概念的深度探索
24、读书研究的好方法
25、本书首先讲了如何深入高效地学习程序设计语言 ，探讨了程序设计语言是如何产生的。接着介绍
了和程序设计语言相关的各种概念，讲概念时，作者不会以某特定语言为叙述前提，他会将几种语言
作比较。“培养对不同语言都适用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

我想的是，如果我上学的时候或者最初工作的时候读到这本书，会不会对编程产生浓烈兴趣？跟学校
老师的“实用性”讲解风格不同，作者会讲到语言设计者为解决何种问题而创造了这种语言，或者某
种功能，这对语言学习非常有帮助。感觉理解更透彻。
26、比起“语言”像是生动的“语言学”一样的科普读物，没吃过肉，先尝骨髓。
27、简单介绍了很多编程语言的基本概念，里面对于同一概念多种语言的比较很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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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去年读这本书时，我只会c语言，看的一知半解。现在我会c python  javascript，lisp也稍微了解了一
点点，再来看这本书，感觉懂了很多。这本书很适合用来回顾、归纳知识用。
29、不错的入门书。真正的深入浅出，乍读觉得自己什么都会。认真读一读后，还是会有很多收获。
作者最后的话很有道理，多关注What和Why而不是How。这个思想也贯穿本书，先提出程序语言设计
中遇到的问题，再介绍各个语言的解决方案，如果能紧跟作者节奏去思考，一定会有不少收获。本书
的目的绝不是简单介绍各个语言的语法特性，而正因如此，反而更让人容易理解各种语法特性。我不
得不收回我说的第一句话了，作者刻意从简单的概念讲起，很容易让读者觉得没有干货。如果你真觉
得它是入门书，要么是你的水平太高，要么就是还没有真正读懂。
30、通俗易懂、开阔眼界的好书。从中知道了 green thread、Mix-in 等概念。加深了我对 OOP 的理解
。今后也应该关注日本科技作者的书籍了。
31、编程科普书籍，从语言的设计原理角度阐述
32、语言概念的科普文，挺不错的~
33、CS 
34、最后两章对象与类、集成与代码再利用很多看不懂。不过总的来说学到不少。
35、写了这么久代码，还多时候都是知道怎么实现功能，对语言的设计的缘由并不了解。本书在深度
上并没有太多展开，但是引出了许多有趣的话题。
36、programming
37、这本书还是有些过于简单了，很多问题讨论的并不深入。不过这本书的讨论形式还是让我有些收
获。作者关于多种编程语言的比较，直指一些编程语言概念的根本目的，让人能抛弃一些理所当然的
狭隘观点，例如关于面向对象，类，还有动态类型语言的讨论。另外这本书是在亚马逊上购买的，能
在北美亚马逊上直接买到中文书还是蛮方便。
38、专注于讨论why。
39、额，太入门了...基本就是常识，应该给新手看。四星是给娓娓道来不装逼的
40、舒筋活血，意犹未尽
41、太浅了
42、科普的书
43、犹如读小说般品着，还是不错的。计算机程序设计原理的介绍
44、不如称为通用语言编程思想吧！很适合新手们作为入门书籍。
45、从宏观上了解编程的原理和设计的动机
46、比较简单，通识书~
47、定位是个问题，这些内容不适合初学者，而懂一点的又没啥学习价值
48、通识书，非常适合初学编程者学习语言时配合阅读。涉及具体要点不多，但多是微言大义
49、刷了一下午知乎，不过还是紧赶慢感把这本书看完了。这本书是讲编程语言设计的思路和原则的
，可以和语言具体的实现(语法、程序风格等)互相印证。还是很不错的，值得一看。
50、虽然我在编程方面还是个辣鸡，还是觉得这本书很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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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编程语言核心概念,这就是本书的原标题,我想代码之髓一定是中文编辑后来画蛇添足加上去的.编程
语言本身已经走过了很长的发展里程,经过了摸索化,实践化,理论化,理论实践化等很多个阶段.在现在的
时代,已经呈现出过度复杂化,过度概念化的倾向.如果我们不能够追根溯源,从历史里面把握住语言中的
核心概念是如何出现的,各自解决了什么最根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迷失在当下看起来一派繁荣的语
言森林里面.本书就是做这个去粗取精,寻根究源的工作,让我们重新认识语言中这些如此重要的概念的
缘起,有了这个根本性的认识,我们就会知道,哪些是根,哪些是枝子,哪些是花.而且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点
是,作者一点也不故弄玄虚,从理论中来,但是并不用理论唬人,只用特别简单的,朴素的话来讲这些概念,
特别好.以上.
2、从“编码”（コーディング）到“编程”（プログラミング），这个名词的小小改变，其实凝结
了人类的许多智慧和心血。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大发明，就是程序语言。人类擅长的是用语言交流，所
以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语言，这么一来人类就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来编写程序，而不必直接去编写只
有机器才能识别和执行的代码了。编程语言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好几代，从种类上看更是有数千
之众。这些语言当然不可能都为着同样的目标而被设计出来，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这
些差异性体现在诸多方面，语法的差异非常显著，而相似的语法背后的语义差异则更是无形而且微妙
。如果考虑到语言的运行环境、应用领域，还有语言之上建立的方法论，更是让人感觉：难道在程序
语言这个完全由人类创造的领域，也要出现像自然语言一样的，把程序员分成无数宗派甚至族群的“
巴别塔”了吗？其实不然，程序语言毕竟是工程学产物，它的发展其实是有着统一的计算模型作为背
景的，因而可以视为一种“约束下的发展成果”。计算模型落实为实际计算机的体系结构，种类并没
有很多。因此，建构在其上的程序语言，由于最终还是要落实为在这些体系结构之上执行的代码，结
构和实现上不会完全失控。但话说回来，要写作一本关于程序语言的通识读本，能够在一本书里讲清
楚程序语言的共性，并能够指导具体语言的学习，这件事还是很困难的。很容易就会写成建立在编译
原理基础之上的大部头，这么一来对读者的要求就非常高了。还容易写成各种语言混在一起的大杂烩
，把读者搞得晕头转向。更何况，如果真拿具体的语言来讲，现在的语言版本更新迭代速度很快，写
成的书很快就过时了。但是本书就很不一样，它抓的点非常好，是一些通用但是不会过时的点。这些
点从程序结构来说，包括了名字和作用域（哪种语言会没有名字和作用域呢？）、函数、类型、异常
处理；在库的方面，讨论了字符串和容器；从运行环境来说，讨论了并行处理；从方法论的角度，讨
论了至今仍然是主流的OOP和类继承。每个主题都是既深入浅出，不停留在概念层面，又点到即止，
避免纠缠技术细节，显示了日本工业界务实而又认真的做事态度，以及不俗的技术实力和表达能力。
我尤其喜欢第一章提出的两种程序语言的学习思路：在比较中学习，在历史中学习。从每种语言的独
特语法结构中，我们能够体会到这种语言针对的特定问题领域的难点和特色，这也引导着我们提出新
的问题，或者在不同领域的问题之间建立关联。而从那些从属于不同时代语言的代际比较，我们更可
以同时体会到早期语言的强大和不足之处，以及新生语言做了哪些取舍（一定有舍，不可能只有改进
，因为结果是一样的）来向哪些方面做了妥协。其实在学习自然语言的时候，这两个办法也是非常管
用的，只是学习多种程序语言的人比学习多种自然语言的人要多得多而已。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提出
语言学习方法，这也决定了本书的高度。总之，非常好的一部程序语言通识读本，向所有同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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