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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编译程序设计》全面地介绍了现代编译技术，结构上分为通用编译技术和高级编译技术两
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通用的编译程序实现技术，包括词法和语法分析、上下文处理、代码生成以及存储器管
理的一般方法。
第二部分介绍特定范型语言的高级编译技术，包括命令式语言、面向对象语言、逻辑式语言、函数式
语言及并行 / 分布式语言的上下文处理和代码生成等内容。
《现代编译程序设计》注重编译程序的具体实现和优化技术，实例丰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
。
　　《现代编译程序设计》可作为高校计算机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编译程序设计课程的教科书，也可供
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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