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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是一般性技术还是计算机技术，对于试图了解它们的人们来说都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
技术的发展使其影响力不断扩大，迫使人们对一些旧的概念重新评估。
Linux操作系统已经对产业变革和商业营销方式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
它采用GNU公共许可证并与GNU软件良性互动，占据了中心位置，围绕开源、自由软件和开发社区
思想的各种争论都离不开它。
Linux无疑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典范，展现了开源操作系统无比强大的力量，其理论的魔力令世界各地的
程序员们如痴如狂。
　　对于大多数计算机用户来说，使用Linux正变得越来越方便。
有了各种各样的发布版、社区的支持，以及工业后盾，Linux的应用也找到了安全的港湾，出现在大学
、行业应用以及数以千计的家庭用户中。
　　使用大潮促进了技术支持和新功能需求的日益增长。
这样一来，愈来愈多的程序员发现自己对Linux内核内幕感兴趣，因为大量现有的（还在快速增长的）
应用需要支持不同的体系结构和种类繁多的新设备。
　　内核向Power体系结构的成功移植，也助长了Linux操作系统在高端服务器和嵌入式系统中的全面
繁荣。
许多公司购买基于Power PC的系统来运行Linux，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知道Linux在该体系结构上的
运行机理。
　　适合的读者　　本书的读者包括初级和经验丰富的系统程序员、Linux的热衷者，以及应用程序的
开发者，这些开发者渴望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程序到底是如何工作的。
只要有C语言知识，熟悉基本的Linux用法，如果想知道Linux如何工作，那么你就会发现这本书提供了
所需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本书是理解Linux内核如何工作的初级读本。
　　不管你是只登录过Linux并编写了些小程序，还是你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程序员，正想深入理解某个
子系统的特性，本书都会有你所要的信息。
　　内容组织　　本书分为三部分，每部分都提供必要的知识，让读者能顺利地钻研Linux内幕。
　　第一部分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背景，便于对Linux内核展开进一步的探索。
　　第1章回顾了Linux和UNIX的历史，对比了很多发布版，并从用户空间的角度简述各种内核子系统
。
　　第2章描述Linux内核中常用的数据结构和语言的用法，介绍x86和PowerPC体系结构的汇编语言，
并简述一些工具和实用程序，可用来获取理解内核内幕所需的信息。
　　第二部分介绍了在每个内核子系统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并分析了执行子系统功能的代码。
　　第3章讨论了进程模型的实现。
本章解释了为何引入进程，并讨论了进程往返于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时的控制流。
我们还讨论了进程在内核中是如何实现的，并描述了与进程执行相关的所有数据结构。
本章还介绍了中断和异常，描述了这些硬件机制在每种体系结构中是如何发生的，它们与Linux内核又
是如何交互的。
　　第4章描述了Linux内核如何追踪和管理用户空间进程的可用内存和内核的可用内存。
本章描述了内核对内存分类的方式，以及决定分配和释放内存的方式，也详细描述了缺页机制以及它
怎样在硬件上执行。
　　第5章描述了处理器如何与其他设备进行交互，内核又是如何响应和控制这些交互的。
本章还涵盖了各种设备及其在内核中的实现。
　　第6章概述文件和目录如何在内核中实现。
本章引入了虚拟文件系统，它是用于支持多文件系统的抽象层。
本章还跟踪了文件相关操作的执行，如打开和关闭文件。
　　第7章描述调度程序的操作，调度程序让多个进程运行起来就像系统中只有一个进程在运行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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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详细描述了内核如何选择执行哪一个任务，进程切换时如何与硬件进行交互。
本章还叙述了什么是内核抢占，它又是怎样执行的。
最后，描述了系统时钟的工作原理，内核怎样使用它计时。
　　第8章描述电源开和关时都发生些什么。
本章对各种处理器处理内核加载的方式进行了跟踪，包括对BIOS、Open Firmware和bootloader的描述
。
然后，考察了内核启动和初始化时的线性顺序，涉及了前面章节中讨论的所有子系统。
　　第三部分，描述如何编译内核并与内核进行交互的有效途径。
　　第9章涵盖了编译内核所必需的工具链和所执行的对象文件的格式。
还详细描述了内核源代码编译（Kernel Source Build）系统如何运作，怎样把配置选项加入内核编译系
统中。
　　第10章描述了/dev/random操作，这在所有的Linux系统中都可以看到。
本章用它来跟踪设备，并从更具实战性的角度介绍前面各章描述过的概念。
最后介绍了如何在内核中实现自己的设备。
　　我们的探索方法　　本书给读者介绍了理解内核的必要概念。
我们遵循自顶向下的方式来组织内容，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把内核的机理和用户空间操作的执行关联起来，因为读者对后者较熟悉，所以我们会
将二者结合起来，解释内核的工作。
在可能时，我们从用户空间的例子说起，并跟踪代码的执行到内核。
但有时，这种跟踪方式并不有效，因为需要先介绍子系统的数据类型和子结构，而后才能解释其工作
原理。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把对内核子系统的解释和它与用户空间程序如何联系的具体例子结合起来。
有双重意图：其一，当内核一方面与用户空间打交道，另一方面与硬件打交道时，突出在内核中看到
的层面；其二，通过跟踪代码和事件发生的顺序来解释子系统的工作原理。
我们相信，这有助于读者将内核的工作原理与自己的认识匹配起来，也有利于读者了解一个特定的功
能怎样与操作系统的其余部分产生联系。
　　其次，我们以自顶向下的角度，考察把数据结构视作子系统操作中心，并观察它们怎样与系统管
理的执行行为相联系。
我们尽力刻画子系统操作中心的结构，并像追踪子系统的操作一样持续关注这些数据结构。
　　约定　　你会在全书中看到源代码列表。
右上角存放有关源代码树根的源文件位置。
代码中的行号是为了方便随后对代码进行解释。
我们在解释内核子系统及其工作原理时，会不断引用源代码并给予解释。
　　命令行选项、函数名、函数输出以及变量名都用代码体加以区分。
　　引入一个新概念时就采用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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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Linux
操作系统为基础，详细介绍了Linux 内核子系统，并辅以大量内核源代码和示例程序进行演示，引领
读者深入Linux
内核。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Linux 基础知识、内核探索工具集、进程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存区、页面
、Slab 分配器、用于输入/
输出的各种设备、文件系统、抢占、自旋锁、信号量、内核引导、构建Linux
内核，以及向内核添加代码等，同时还简单介绍了一些应用工具和实用程序。
每章末尾都给出一些练习，涉及内核运行的操作及工作原理。

　　本书适合对Linux 内核感兴趣的各层次读者，无论对Linux 初学者还是Linux
程序开发人员，本书都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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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工具链　　
9.1.1 编译程序 　　
9.1.2 交叉编译 　　
9.1.3 链接程序　　
9.1.4 ELF 二进制目标文件　　
9.2 内核源代码的构建 　　
9.2.1 解释源代码 　　
9.2.2 构建内核映像　　
9.3 小结　　
9.4 习题
　　
第10 章 向内核添加代码 　　
10.1 浏览源代码　　
10.11 熟悉文件系统　　
10.12 filp 和fops 　　
10.13 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　　
10.14 等待队列　　
10.15 工作队列及中断 　　
10.16 系统调用 　　
10.17 其他类型的驱动程序　　
10.18 设备模型和sysfs 文件系统　　
10.2 编写代码　　
10.2.1 设备基础 　　
10.2.2 符号输出　　
10.2.3 IOCTL 　　
10.2.4 轮询与中断 　　
10.2.5 工作队列和task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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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增加系统调用的代码 　　
10.3 构建和调试　　
10.4 小结　　
10.5 习题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Linux内核编程>>

媒体关注与评论

　　&ldquo;本书详细比较了x86和PPC体系结构下的汇编程序，并介绍了分析工具。
非常不错！
&rdquo;　　&mdash;&mdash;亚马逊读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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