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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由软件Linux操作系统源代码的开放，为我们掌握操作系统核心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本书共分十三章 ，对Linux内核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既包括了对进程调度、内存管理、进程间通信
、虚拟文件系统、设备驱动程序及网络子系统的分析，也包括对Linux整体结构的把握、Linux启动过
程的剖析以及Linux独具特色的模块机制的分析与应用等。

    这些内容对于那些准备深入Linux操作系统内部、阅读Linux内核源代码的读者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

Linux应用开发、管理人员，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以及对Linux感兴趣的用户均可从本书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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