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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C++并发编程实战》是一本基于C++11新标准的并发和多线程编程深度指南。内容包括从std::thread
、std::mutex、std::future和std::async等基础类的使用，到内存模型和原子操作、基于锁和无锁数据结构
的构建，再扩展到并行算法、线程管理，最后还介绍了多线程代码的测试工作。本书的附录部分还
对C++11新语言特性中与多线程相关的项目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提供了C++11线程库的完整参考。
《C++并发编程实战》适合于需要深入了解C++多线程开发的读者，以及使用C++进行各类软件开发
的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对于使用第三方线程库的读者，也可以从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了解到相关的指
引和技巧。同时，本书还可以作为C++11线程库的参考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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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译书中，至今看过的最烂的翻译，语句前后不通，估计译者英文水平只有初中。
2、in action系列的书籍我都很喜欢，简明易懂，读起来很有效率。不过这本书的翻译的确是有问题，
这么一本书搞了4个翻译者，明显是分派任务，大家都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很多地方句子根本不通
顺，严重影响了这本书的效果。
3、翻译差得气得到我三更半夜找回多年没回过的豆瓣账号专门上来评论，真是醉了，中国银行合肥
支行你跟原著有仇么，毁了一本好书，英语差的人自认倒霉
4、被翻译毁掉的一本书
5、如果英文还不错，就直接读英文。如果觉得还是习惯读中文，就两本书一起看，看到中文意思狗
屁不通的时候，就看英文。在看了一些内容以后，确实感觉很多地方翻译有问题，比如，pipeline在计
算机中是流水线的意思，而不是管道的意思。译者确实犯了一些很低级的错误。
6、一星完全是因为原书的面子。
7、有时间还是看英文原版吧
8、写的不透彻，atomic一章完全看不懂，查了各种文档网页才知道在讲什么。大概扫一遍就行了。
9、书是好书，但翻译水准，校准都差。
10、翻译差
11、主要介绍C++11并发API，翻译超烂
12、读的Gitbook上翻译的一个版本，翻译还不错。
13、书是好书，翻译真是硬伤。
14、翻译的巨烂，奉劝任何一个想在并发编程上精进的程序员都别买这本译作。我翻了几章，觉得原
书应该确实颇有深度，以至于译者的水平完全hold不住，只能把英文一字一句的直译成中文，读起来
拗口得很。我几乎需要把中文在脑中转成英文才能理解原作的意思。译者简直就是大学本科在读生的
水平。央行合肥科技处真是个笑话！
15、不能打零星吗？
信达雅至少丢了两个，机器翻译的都比这个好。翻完之后，到底有没有找过人通读一遍？即使不找别
人读，译者们自己也该都一遍吧？这坨汉字你们自己读得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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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给看这本翻译版的人几个提醒：1、要始终相信自己的理解能力，看不懂中文不是你的错。2、别太
较真，除非你有时间自己翻译一遍。3、需要较真的地方一定要看原文。每一段自己找个关键词，每
一节自己写个总结。记住一定要自己写，不要以为能够从翻译文字中复制几句拼起来当总结，那样会
让这个总结连自己都看不懂。
2、终于上架了呀，等了2年多了吧。之前是在java并发相关的论坛看到这本书的，自己比较喜欢。苦
于没有中文版，就自己硬着头皮开始阅读。英文书啃起来比较困难，本着网络精神，索性就开始翻译
了。个人英文水平也不算太高，本职从事C++算法方面的工作。看到大家在吐槽发售版本的翻译问题
，我也想把自己的翻译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在翻译和编程技术方向给一些建议，或者吐槽吧。 ：
）github：https://github.com/xiaoweiChen/Cpp_Concurrency_In_Action直接阅读gitbook
：http://chenxiaowei.gitbooks.io/cpp_concurrency_in_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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