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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n Pursuit of Absolute Simplicity求于至简，归于永恒当你在电脑上玩游戏、与朋友聊天或编写一个程序
并加载运行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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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能够了解程序在计算机上运行的全
景，或者说我们所认为的全景（见图1）。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精确了解程序图1风靡世界的游戏《第二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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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vial program）。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人敢肯定自己清楚计算机在任意时刻所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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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的心智人有心智吗？
我想所有人都会回答：有！
人的心智就是人的灵气。
这是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气。
就是这个灵气赋予了人丰富的思维、感受和行动能力（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肉体进化的结果，不过
这不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
那么计算机有心智吗？
这不是一个诡秘或者搞笑的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能够运动的生命都是有灵气的，既然计算机能够完成一些人脑才能够完成的理性任务，
它当然也有心智！
而这个心智就是操作系统（见图2）。
因为操作系统赋予了计算机活力。
虽然读者有可能尚不明白操作系统是怎么一回事儿，但也许知道若没有操作系统，现代计算机是运转
不起来的（这里需排除远古时代的古老计算机）。
操作系统作为计算机赖以运转的控制中心，称其为计算机的心智可谓恰如其分。
图2计算机的心智就是操作系统众所周知，理解或看透一个人的心智是很困难的，所谓画虎画皮难画
骨，知人知面难知心。
依此类推，既然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的心智，恐怕理解起来也是困难重重的了。
而这正是许多人在学习和研究操作系统时的共同感受。
操作系统的奥秘记得小时候常常念过的一首诗是这样的：从小时候就开始数了。
数到懂事、数到成熟，还没有数清。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数不清呢？
像记忆和幻想，永远背负着固执的谜⋯⋯对于许多大学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同学来说，操作系统就像
天上的星星（见图3），隐藏着一个固执的谜，永远学不清楚。
不过，操作系统真的学不清楚吗？
不是的。
学不清楚是因为没有看到其背后的奥秘。
这个奥秘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
即使是研究操作系统的人也不一定意识到它，更别提计算机初学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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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核心系统软件，负责控制和管理整个系统，使之协调工作。
本书对操作系统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全面分析，包括操作系统的发展历史和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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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用大量生活实例，生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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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重点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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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层次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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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页：插图：12.第2个版本的卫生间共享重做第10题的卫生间共享问题。
这次把优先级赋予当前使用卫生间的性别。
例如，如果卫生间里面已经有女士在使用，新来的女士即可以直接进去，即使有男士在卫生间外面等
待。
13.第3个版本的卫生间共享重做第10题。
这次需要保证公平，并防止饥饿：如果女士在卫生间，则只要没有男士等待在外面，新来的女士皆可
以进入卫生间。
如果有男士等待，则新来的女士就不能进去，而必须等待在男士后面。
当卫生间里的最后一位女士离开时，等待的男士可全部进入。
14.读者写者问题中国航信的航空订票数据库系统是中国国内所有航空公司的共享数据库系统。
所有的旅行社订票均使用该系统进行查询、预订和出票。
由于旅行社数量众多，在任意一个时间都可能有多个进程对该数据库进行操作。
所有读写数据库的进程分为读者和写者：读者读数据库而已，写者则对数据库进行更新。
为保持数据一致性，该数据库的访问需满足如下限制：a）多个读者可以同时对数据库进行（读）操
作。
b）如果有一个写者进程在对数据库进行（写）操作，则其他进程都不能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请写出读者和写者的伪代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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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操作系统之哲学原理(第2版)》编辑推荐：《操作系统之哲学原理》自第1版出版以来，受到了读者
广泛关注与好评！
第2版以最新发展为内容、以融会贯通为着眼、以逻辑演绎为主线、以生活实例为解说，将生活哲学
与操作系统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并融汇了最新的知识点。
带给读者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深刻的思考。
所见的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原理(第2版)》从生活哲学的视角对操作系统进行了独到的阐述。
从人类自然的行为规范推演到操作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以一条逻辑轴线将整个操作系统的各种原理精
彩呈现到读者面前。
《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原理(第2版)》以操作系统的最新发展为内容、以融会贯通为着眼点、
以逻辑演绎为主线、以生活实例为解说，融汇了许多新的知识点，如锁的实现、虚拟内存的四大抽象
、多核环境下的进程与内存管理、操作系统设计的哲学原理等。
《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原理(第2版)》在论述上保持章节独立，同时打破条块分割和模块离散
，对操作系统进行了有趣、新颖、独特、深刻的阐述。
例如：《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原理(第2版)》以程序是如何运行为主线，贯穿介绍操作系统的
所有功能；进程部分提出了处理器调度是操作系统实现进程抽象的根本手段；线程部分阐述了同步机
制的发展轴线：内存管理部分提出了虚拟内存所实现的四大抽象；文件部分提出了文件管理和内存管
理的一脉相承关系等。
《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原理(第2版)》特点：抽象提升（从哲学原理上阐述操作系统的各种原
理与设计）。
联系生活（通过普通人熟知的生活实例来分析操作系统）。
模块整合（将操作系统的各个模块通过举例联结起来）。
逻辑贯通（将操作系统的各种机制以一条逻辑轴线的发展依次讲解）。
系统关联（将涉及的其他学科知识点如体系结构和编译器等嵌入进来）《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
学原理(第2版)》综合上述特点，达到了内容上更加新颖、系统上更加完整、逻辑上更加连贯、解说上
更加清楚和层次上更加丰富的效果。
形而上着谓之道，形而下着谓之器。
——《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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