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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程序设计语言编译程序构造的一般原理、基本设计方法和主要实现技术，主要内容包括文法
、自动机和语言的基础知识，词法分析，语法分析，语法制导的语义计算，语义分析，中间代码生成
，运行时存储组织，代码优化和目标代码生成。
除了基本设计原理外，书中还包含两个小型编译程序的设计实例，可选作课程设计的素材。一个
是PL/0语言编译程序，其设计和实现框架贯穿于本书相关章节中；另一个是简单面向对象语言Decaf的
编译程序。本书最后还介绍了业界广泛使用的开源编译器GCC及和它紧密相关的Binutils工具链，通过
一系列程序实例说明这些工具的作用和基本用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相关教师、研究生或工程技
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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