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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讲解Erlang编程语言的入门指南，内容通俗易懂，插图生动幽默，示例短小清晰，结构安排
合理。书中从Erlang的基础知识讲起，融汇所有的基本概念和语法。内容涉及模块、函数、类型、递
归、错误和异常、常用数据结构、并行编程、多处理、OTP、事件处理，以及所有Erlang的重要特性
和强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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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籍不错，比Joe大神些的还要详细一点儿，适合初级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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