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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译原理和技术对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和软件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是重要的基础知识之一。
本书是作者所编写的2009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编译原理》（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出版）的一个精简版本，面向少学时编译原理课程的教学需求。
作者认为，对于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来说，学习编译技术的主要目的是掌握基本的编译技术，用以提
高学习编程语言及在软件开发中应用编程语言的能力，包括：　　（1）提高学习、理解和使用编程
语言的能力。
　　（2）提高程序排错的能力，即快速理解、定位和解决在程序开发与程序运行中遇到的问题的能
力。
　　（3）提高编写高质量代码的能力。
　　基于该观点，对原书的精简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忽略对各种LR分析表构造算法
的把握，强调对各种语法分析方法的理解。
　　（2）删除类型系统形式描述方法的介绍，保留体现类型系统在编程语言中重要地位的章节。
　　（3）压缩语法制导翻译的理论介绍，加强积累翻译方案设计技巧的例题和习题。
　　（4）淡化代码优化的数据流分析和控制流分析技术，用实例体现各种优化能达到的效果。
　　（5）取消函数式语言编译和无用单元收集算法等内容，增加理论联系实际的习题。
　　（6）附录中补充了用c语言写的PL，／0语言编译器（编译成中间代码）和中间语言解释器，并
给出基于PL／O语言的课程实践选题。
　　此外，在学时数有限时，可以略去带星号的章节内容。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1）强调对编译原理和技术的宏观理解和全局把握，而不把读者的注
意力引导到理论和算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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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译原理与技术》介绍基本的编译原理与编译技术，是2009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编译
原理》（第2版）的精简版。
《编译原理与技术》主要内容包括词法分析、语法分析、类型检查、运行时存储空间的组织和管理、
中间代码生成、代码生成和代码优化、编译系统和运行系统、面向对象语言的编译等。
《编译原理与技术》取材广泛、新颖，图文并茂；强调对编译技术的理解，淡化对相关理论的学习；
强调对各种方法的把握，淡化对各个算法的掌握。
　　《编译原理与技术》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及相关专业的少学时编译原理课程教材，也可供
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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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图2.6所示的NFA在状态0，面对输入。
时有两种转换，它可以到达状态0或1。
类似地，图2.7所示的NFA在状态0，不接受任何输入（即面对8）也有两种转换。
有些场合，还会出现既可以根据e也可以根据一个实际输入符号进行转换的情况，这同样也会引起二
义性。
这种转换函数多值的情况，使得很难用计算机程序模拟NFA。
“接受”的定义仅仅是说必须存在从开始状态到某个接受状态的一条路径，该路径的标记正好拼成输
入串。
这样，在找到一条接受路径或确定没有这样的路径前，可能不得不同时考虑所有路径。
　　下面给出一个算法，它从NFA构造识别同样语言的DFA，这个算法通常称为子集构造法。
一个和它密切相关的算法是第3章构造LR分析器的基础。
　　首先概述子集构造法的思想。
在NFA的转换表里，每个条目是一个状态集；在DFA的转换表中，每个条目只有一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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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编译原理与技术》是2009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编译原理》（第2版）的精简版。
针对少学时编译原理课程教学而编写。
　　《编译原理与技术》介绍了基本的编译原理和编译技术，内容包括词法分析、语法分析、语义分
析、运行时存储空间的组织和管理、中间代码生成、代码生成和代码优化，还有面向对象语言的编译
、编译系统和运行系统等，使读者掌握基本的编译原理与技术，以提高学习编程语言的能力，以及在
软件开发中应用编程语言的能力。
　　《编译原理与技术》取材广泛新颖，图文并茂；强调对编译技术的理解，淡化对相关理论的学习
；强调对各种方法的把握，淡化对各个算法的掌握，鼓励读者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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