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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述　　大多数重要的程序都涉及进程间通信（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IPC）。
这是受下述设计原则影响的自然结果：把应用程序设计为一组相互通信的小片断比将其设计为单个庞
大的程序更好。
从历史角度看，应用程序有如下几种构建方法。
　　（1）用一个庞大的程序完成全部工作。
程序的各部分可以实现为函数，函数之间通过参数、返回值和全局变量来交换信息。
　　（2）使用多个程序，程序之间用某种形式的IPC进行通信。
许多标准的Unix工具都是按这种风格设计的，它们使用shell管道（IPC的一种形式）在程序之间传递信
息。
　　（3）使用一个包含多个线程的程序，线程之间使用某种IPC。
这里仍然使用术语IPC，尽管通信是在线程之间而不是在进程之间进行的。
　　还可以把后两种设计形式结合起来：用多个进程来实现，其中每个进程包含几个线程。
在这种情况下，进程内部的线程之间可以通信，不同的进程之间也可以通信。
　　上面讲述了可以把完成给定任务所需的工作分到多个进程中，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分到进程内的多
个线程中。
在包含多个处理器（CPU）的系统中，多个进程也许可以（在不同的CPU上）同时运行，或许给定进
程内的多个线程也能同时运行。
因此，把任务分到多个进程或线程中有望减少完成指定任务的时间。
　　本书详细描述了以下4种不同的IPC形式：　　（1）消息传递（管道、FIFO和消息队列）；　　
（2）同步（互斥量、条件变量、读写锁、文件和记录锁、信号量）；　　（3）共享内存（匿名的和
具名的）；　　（4）远程过程调用（Solaris门和Sun RPC）。
　　本书不讨论如何编写通过计算机网络通信的程序。
这种通信通常涉及使用TCP／IP协议族的套接字API，相关主题在第1卷[stevens 1998]中有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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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UNIX网络编程的经典之作。
进程间通信（IPC）几乎是所有Unix程序性能的关键，理解IPC也是理解如何开发不同主机间网络应用
程序的必要条件。
本书从对Posix IPC和System V IPC的内部结构开始讨论，全面深入地介绍了4种IPC形式：消息传递（管
道、FIFO、消息队列）、同步（互斥锁、条件变量、读写锁、文件与记录锁、信号量）、共享内存（
匿名共享内存、具名共享内存）及远程过程调用（Solaris门、Sun RPC）。
附录中给出了测量各种IPC形式性能的方法。
    本书内容详尽且具权威性，几乎每章都提供精选的习题，并提供了部分习题的答案，是网络研究和
开发人员理想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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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The two processes on the left are sharing some information that resides in a file in the filesystem. To access
this data, each process must go through the kernel （e.g., read, write iseek, and the like）. Some form of
synchronization is required when a file is being updated, both to protect multiple writers from each other, and to
protect one or more readers from a writer.　　2 The two processes in the middle are sharing some information
that resides within the kernel. A pipe is an example of this type of sharing, as are System V message queues and
System V semaphores. Each operation to access the shared information now involves a system call into the kernel.
　　3 The two processes on the right have a region of shared memory that each process can reference. Once the
shared memory is set up by each process, the processes can access the data in the shared memory without involving
the kernel at all. Some form of synchronization is required by the processes that are sharing the memory.　　Note
that nothing restricts any of the IPC techniques that we describe to only two processes. Any of the techniques that
we describe work with any number of processes. We show only two processes in Figure 1.1 for simplicity.　
　Threads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a process within the Unix system has been used for a long time,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threads within a given process is relatively new. The Posix.1 threads standard （called
"Pthreads"） was approved in 1995. From an IP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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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做专业程序员已经二十余年了，每当要写新程序的时候，我都要参考这本书。
Stevens的书是我进入VoIP和音频CODEC网络编程领域的敲门砖。
”.　　——C. T. Vanderdecken　　“在我做过的项目中，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次靠这套书挽狂澜于既
倒⋯⋯每位真正的UNIX系统程序员都应该买一套。
”　　——David Sharpe　　“对每位UNIX平台的程序员而言，这本书都是必备的。
它深入阐释了UNIX平台上的各种IPC API。
既涵盖System V也涉及POSIX标准，对于IPC的论述无可匹敌。
书末的附录对各种管道、FIFO、Posix消息队列、System V消息队列、门、Sun RPC的性能进行了比较
，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书能如此广泛而深入地介绍这一主题。
更何况，它出自权威人物之手。
”　　——asingh　　“Stevens是UNIX网络编程的‘神’，至少是我的‘神’。
”　　——Matthew MacGib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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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两卷本的《UNIX网络编程》是已故著名技术作家W.Richard Stevens的传世之作。
卷2着重讨论如何让应用程序与在其他机器上的应用程序进行对话。
　　良好的进程间通信（IPC）机制是提高UNIX程序性能的关键。
《UNIX网络编程 卷2：进程间通信(英文版·第2版)》全面深入地讲解了各种进程间通信形式，包括消
息传递、同步、共享内存及远程调用（RPC）。
书中包含了大量经过优化的源代码，帮助读者加深理解。
这些源代码可以从图灵网站《UNIX网络编程 卷2：进程间通信(英文版·第2版)》网页免费注册下载。
　　《UNIX网络编程 卷2：进程间通信(英文版·第2版)》是网络研究和开发人员公认的权威参考书，
深入理解《UNIX网络编程 卷2：进程间通信(英文版·第2版)》内容，方能设计出良好的UNIX软件。
　　《UNIX网络编程 卷2：进程间通信(英文版·第2版)》中文版预计在2010年6月出版，敬请期待。
　　UNIX和网络专家W. Richard Stevens的传世之作　　UNIX系统网络编程人员的必备经典　　内容
详尽权威，提供精选习题及答案　　详细描述4种不同的IPC形式　　在Unix系统上测试通过的真实、
可运行的代码让读者轻松深入学习网络编程复杂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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