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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你在电脑上玩游戏的时候，当你在电脑上与朋友聊天的时候，当你编写完一个程序需要加栽运
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像在观看魔术的感觉？
编写好的程序能够编译运行，计算出结果，并显示或打印出来。
你有没有觉得它很神秘？
　　如果想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你就得学习操作系统。
　　因为操作系统是掌控计算机运行的系统，在学习它的过程中，读者能够了解到程序在计算机上运
行的全景，或者说我们所认为的全景。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精确了解程序在计算机上运行的全景是极其困难的（有人认为这根本就是不可
能的）。
当然，这里的程序指的是有一定规模的程序，而不是那种只有几行代码的小程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人敢肯定自己清楚计算机在任何一个时刻所处的状态。
例如，在多流水线计算机上，如果发生中断或异常，我们根本就得不到一个精准的状态。
唯一能做的就是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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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管理》集中精力对操作系统的核心内容进行分析，包括操作系
统发展的历史背景、进程与线程、内存管理、文件系统、输入与输出、多核环境下的进程调度和操作
系统设计。
《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管理》用大量生活实例，生动解释了操作系统中的主要难点和模糊
点：锁的实现、同步机制的发展轴线、纯粹分段到段页式的演变、多核环境下的进程同步与调度和操
作系统设计等内容，而放弃了对操作系统核心以外内容，如安全、多媒体系统、虚拟机技术、光盘技
术等的论述。
《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管理》重点突出、逻辑清晰、内容连贯，便于学生顺利掌握操作系
统的核心内容。
《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管理》层次丰富、涵盖操作系统的所有核心内容，适合作为国内高
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科生操作系统课程的教材，也是了解计算机操作系统原理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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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基础原理篇　　第1章　操作系统导论　　1.1　人造学科　　要想学好操作系统，具有
恰当的思维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思维模式就是本书所强调的“哲学”：一种思维方式或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以一个问题来说明这一点。
这个问题是：什么是计算机的根本特征？
　　对于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会说计算机就是个计算机器，或者是用来进行大规模计算的机器，或
者是用于数据处理的机器，或者是具备某些其他具体功能的机器。
这些回答当然没有错，问题是这些答案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理解计算机。
就像我们问“张三这个人的根本特征是什么”，而回答是“张三有175cm高”一样。
这种答案虽然是正确的，但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无法从答案中推导出一系列有用的结论。
　　那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呢？
这就要看我们对事物的观察程度。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身边的事物，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来就存在于自然中，
人类所做的只不过是发现；另一类是本来并不存在，人类所做的是发明。
第一类事物我们称之为神造事物或者自然存在的事物，第二类事物当然就是人造事物。
从这个思维模式上看，计算机毫无疑问就是人造事物，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即计算机的根本特
征是“人造”。
　　引申一下可知，计算机学科就是一个人造学科。
那么知道计算机学科是人造学科对我们学习计算机有什么帮助呢？
有，太多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人造和神造有什么区别。
　　人造学科的四个特点：　　?不精确、具有相对性。
　　?从对人类活动的观察导出。
　　?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力。
　　?通常符合人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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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管理》对操作系统原理的讨论充满趣味性：每一章都力求细致
地阐明一个主题，将通俗的哲学原理和逻辑推理贯穿子每一个主题，构成全书的有机整体，并适当地
引入计算机组成和编译器知识，揭示操作系统在程序运行中发挥的作用，把读者对操作系统的理解带
到一个崭新酌境界。
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分布式计算的脚步渐行渐远，网格计算的热潮逐步退却，云计算和云存储正慢慢揭开面纱⋯⋯在
所有的变化中，不变的是这些计算的支柱：操作系统！
能否深刻理解它也许会决定云时代的“浮沉”。
　　《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管理》从生活哲学的视角对操作系统的原理进行阐述，通过逻
辑推理演绎操作系统核心技术的奥秘，讨论范围包括操作系统的所有基础内容：背景与历史。
进程与线程、通信与同步、调度与死锁，分页与分段。
磁盘与文件。
输入与输出等。
此外，作者以新颖的组织方式讲解了锁的实现、同步机制的发展逻辑。
从分段到段页式的演变、多核环境下的同步与调度、操作系统设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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