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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自动内存管理领域，Richard Jones于1996年出版的《Garbage Collection：Algorithms for Automatic
Dynamic Memory Management》可谓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接近20年过去了，垃圾回收技术得到了
非常大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将该领域当前最先进的技术呈现给读者。本书汇集了自动内存管理研究者
和开发者们在过去50年间的丰富经验，在本书中，作者在一个统一的易于接受的框架内比较了当下最
重要的回收策略以及最先进的回收技术。
本书从近年来硬件与软件的发展给垃圾回收所带来的新挑战出发，探讨了这些挑战给高性能垃圾回收
器的设计者与实现者所带来的影响。在简单的传统回收算法之外，本书还涵盖了并行垃圾回收、增量
式垃圾回收、并发垃圾回收以及实时垃圾回收。书中配备了丰富的伪代码与插图，以描述各种算法与
概念。
本书特色
为1996年《Garbage Collection：Algorithms for Automatic Dynamic Memory Management》一书提供了完整
的、最新的、权威的续作。
全面讲解并行垃圾回收算法、并发垃圾回收算法以及实时垃圾回收算法。
深入剖析某些垃圾回收领域的棘手问题，包括与运行时系统的接口。
提供在线数据库支持，包含超过2500条垃圾回收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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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前在学校图书馆翻到这本书，当时就感觉捡到了一个宝物。虽然翻译很糟糕，但是里面的内容
还是吸引我反复看了好几回。毕业后回忆以前图书馆见过的经典，发现这本书老早就买不到了，算是
一个遗憾。难得重新翻译了出版了，遂入了一本。虽然要100多块，但毕竟比较是受众比较窄的题材吧
，和原版比也算是便宜多了。而且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好。也算是支持，希望出版社能引进更多专业性
强的好书。顺带初步浏览了一下，新的翻译貌似还不错。
2、英文版本是垃圾算法界的“龙书”。。原著太贵下载的pdf，看了1/3，没想到出了中文译本，果断
入了，虽然100块。很值得。垃圾回收系统的各个模块都有涉及，分配器，回收器，堆管理。现在高级
语言逐渐的都离不开垃圾回收，我想这也是未来语言的趋势，随着垃圾回收算法，自动内存管理技术
的进步，编程也将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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