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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译原理是计算机学科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
学习编译课程，不仅可以掌握编译程序本身的实现技术，而且能够提高对程序设计语言的理解，提高
开发大型软件的能力，提高软件程序的设计能力，提高抽象思维能力。
　　编译程序是计算机系统软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原理和实现技术也适用于一般软件的设计和
实现，而且在软件工程、软件自动化、程序分析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通常把编译程序视为高级语言到机器语言的转换程序，而这种转换不是结构上的变换，而是基于语言
语义的等价变换，因此，编译程序设计的难度和复杂性是很高的。
同时，编译原理也是一门对实践性要求较高的课程。
本书充分考虑了便于教师教学，便于学生自学的问题，循序渐进地介绍了编译程序设计的基本原理、
主要实现技术、基本设计方法和一些自动构造工具，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完整的编译程序构造和实现过
程，使学生能够掌握编译的整体结构。
　　本书共分10章。
第l章介绍了编译程序的基础知识。
第2章作为编译程序的理论基础，简单介绍了形式语言、有限自动机理论和正则表达式等基础知识。
第3章以正则表达式、有限自动机为工具，讨论了词法分析程序的设计与实现，并简要介绍了词法分
析器生成器LEX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
第4章介绍了自顶向下的语法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并讨论了递归下降语法分析方法和LL（1）语法分
析方法的实现技术。
第5章介绍了自底向上语法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并详细讨论了LR类语法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实现方法
，同时简单介绍了流行的语法分析器生成器YACC、Bison等工具。
第6章专门介绍语义分析，包括标识符、类型、值的内部表示及其构造，符号表的构造及其管理。
第7章介绍了中间代码生成，包括常用中间代码结构、表达式的中间代码、下标变量的中间代码以及
语句的中间代码。
第8章介绍了中间代码优化的基本方法，重点讨论了常量表达式优化、公共表达式优化和循环不变式
优化。
第9章介绍编译程序运行时的存储空间组织与存储分配技术，重点讨论了运行时的存储结构、存储分
配、过程活动记录以及变量访问环境等。
第10章介绍了目标代码生成的基本技术，重点讨论了中间代码到目标代码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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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译原理是计算机学科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
本书旨在介绍编译程序设计的基本原理、实现技术、方法和工具，充分考虑了教师便于教学，学生便
于自学的问题。
在介绍基本原理和实现技术中，注重循序渐进、深入浅出，每一章节都提供了编译程序实现的具体实
例，每章末尾给出了丰富的习题以辅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编译过程。
    本书包含了编译程序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具体实现技术，主要内容有：形式语言和自动机理论、词法
分析、语法分析、语义分析、中间代码生成、中间代码优化和目标代码生成等编译过程。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计算机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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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语法分析阶段　　语法分析的任务是根据程序设计语言的语法规则，把词法分析的结果分解成
各种语法单位，同时检查程序中的语法错误。
语法分析的扫描对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将词法分析程序作为独立的一遍运行，扫描整个源程序
的ASCII码序列，将之转换为TOKEN序列，输出到一个中间文件，该文件作为语法分析程序的扫描对
象继续编译的过程；更一般的情况是将词法分析程序设计成一个子程序，每当语法分析程序需要读取
单词时，则调用该子程序。
这种设计方案中，词法分析程序和语法分析程序处于同一遍，可以省去中间文件。
　　3.语义分析阶段　　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对语法分析所识别出的各类语法范畴，分析其含义，并进
行静态语义检查。
例如，变量是否定义、类型是否匹配等。
这一阶段所依循的是语言的语义规则。
通常使用属性文法描述语义规则。
　　4.中间代码生成　　在进行了上述的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阶段的工作后，有些编译程序将源程序
变成一种内部表示形式，这种内部表示形式叫做中间代码。
使用中间代码的主要好处是便于移植、便于修改、便于优化。
这种中间代码的形式有很多种，常见的有后缀式（栈式）中间代码、三地址中间代码（三元式和四元
式）、图结构中间代码（树，DAG）。
其中，后缀式中间代码是最早使用的一种中间代码，现在很少使用，目前使用的主要是后两种。
　　5.中间代码优化　　此阶段的任务是对前阶段产生的中间代码在不改变源程序语义的前提下进行
加工变换，使生成的代码更为高效，缩短运行时间或节省存储空间。
主要的优化方式包括常量表达式优化、公共子表达式优化、不变表达式的循环外提和削减运算强度等
。
　　6.目标代码生成　　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把中间代码变换成特定机器上的机器指令代码或汇编指令
代码。
这是编译的最后阶段，因为目标语言的关系而十分依赖于硬件系统。
如何充分利用寄存器、合理选择指令、生成尽可能短而有效的目标代码，都与目标机的结构有关。
　　生成的目标代码如果是汇编指令代码，则需经由汇编程序处理后才能执行；生成的目标代码如果
是绝对指令代码，则可直接投入运行；如果是可重定位的指令代码，那么目标代码只是一个代码模块
，必须由连接装配程序将输入／输出模块、标准函数等系统模块与目标代码模块连接在一起，才能形
成一个绝对指令代码程序以供执行。
大多数现代实用的编译程序生成的目标代码都是这种可重定位的指令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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