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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虚构的计算机Pep／8，清晰、详细，循序渐进地介绍了计算机组成、汇编语言和计算机体系
结构中的核心思想，围绕7个抽象层次组织内容，详细介绍了计算机系统的应用层、高级语言层、汇
编层、操作系统层、指令集架梅层、微代码层和逻辑门层。本书有完整的程序示例，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宽度和深度相结合，提供了对普适的冯，诺依曼机器架构的深入理解。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人员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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