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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主流的动态语言，Python不仅简单易学、移植性好，而且拥有强大丰富的库的支持。
此外，Python强大的可扩展性，让开发人员既可以非常容易地利用C/C++编写Python的扩展模块，还
能将Python嵌入到C/C++程序中，为自己的系统添加动态扩展和动态编程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利用Python语言，无论是使用Python语言本身，还是将Python与C/C++交互使用，深
刻理解Python的运行原理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书以CPython为研究对象，在C代码一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Python的实现。
书中不仅包括了对大量Python内置对象的剖析，更将大量的篇幅用于对Python虚拟机及Python高级特
性的剖析。
通过此书，读者能够透彻地理解Python中的一般表达式、控制结构、异常机制、类机制、多线程机制
、模块的动态加载机制、内存管理机制等核心技术的运行原理，同时，本书所揭示的动态语言的核心
技术对于理解其他动态语言，如Javascript、Ruby等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本书适合于Python程序员、动态语言爱好者、C程序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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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Python对象初探　　对象是Python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在Python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对象
，一个整数是一个对象，一个字符串也是一个对象。
更为奇妙的是，类型也是一种对象，整数类型是一个对象，字符串类型也是一个对象。
换句话说，面向对象理论中的“类”和“对象”这两个概念在Python中都是通过Python内的对象来实
现的。
　　在Python中，已经预先定义了一些类型对象，比如int类型、string类型、dict类型等，这些我们称
之为内建类型对象。
这些类型对象实现了面向对象中“类”的概念；这些内建类型对象通过“实例化”，可以创建内建类
型对象的实例对象，比如int对象、string对象、dict对象。
类似的，这些实例对象可以视为面向对象理论中“对象”这个概念在Python中的体现。
　　同时，Python还允许程序员通过class A（object）这样的表达式自己定义类型对象。
基于这些类型对象，同样可以进行“实例化”的操作，创建的对象称为“实例对象”。
Python中不光有着这些千差万别的对象，这些对象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关系，从而构成了我们称
之为“类型系统”或“对象体系”的东西。
　　Python中的对象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如果说在本书的第一章我就试图将这个体系阐释
清楚，这只能说明我是个疯子。
在本章中，我们的重点将放在了解对象在Python内部是如何表示的，更确切地说，因为Python是由C实
现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象，这个神奇的东西，在C的层面，究竟长得是个
什么模样，究竟是三头六臂，还是烈焰红唇。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了解到类型对象在C的层面是如何实现的，并初步认识类型对象的作用及它
与实例对象的关系。
总之，本章对Python对象体系的介绍力求简洁，但是并不肤浅，有的地方甚至会相当深入。
因此，在本章的阅读中，如果有什么疑难的地方，没有关系，先放下，只要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就可以
了，这并不妨碍你阅读接下来的内容。
　　本章的目的是为能够顺利而快速地进入对内建对象的剖析打下必要的基础，至于对Python对象体
系的详细剖析，会在第2部分的最后一章中介绍到。
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有足够的能力将这个体系看个明白。
　　1.1　Python内的对象　　从1989年Guido在圣诞节揭开Python的大幕开始，一直到现在，Python经
历了一次一次的升级，但是其实现语言一直都是ANSI C。
我们知道，C并不是一个面向对象的语言，那么在Python中，它的对象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呢？
　　对于人的思维来说，对象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概念，而对于计算机来说，对象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
它并不能理解这是一个整数，那是一个字符串，对于计算机来说，它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字节。
通常的说法是，对象是数据以及基于这些数据的操作的集合。
在计算机中，一个对象实际上就是一片被分配的内存空间，这些内存可能是连续的，也可能是离散的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片内存在更高的层次上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个整体就是一个对象
。
在这片内存中，存储着一系列的数据以及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修改或读取操作的一系列代码。
　　在Python中，对象就是为C中的结构体在堆上申请的一块内存，一般来说，对象是不能被静态初
始化的，并且也不能在栈空间上生存。
唯一的例外就是类型对象，Python中所有的内建的类型对象（如整数类型对象，字符串类型对象）都
是被静态初始化的。
　　在Python中，一个对象一旦被创建，它在内存中的大小就是不变的了。
这就意味着那些需要容纳可变长度数据的对象只能在对象内维护一个指向一块可变大小的内存区域的
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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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设定这样一条特殊的规则呢，因为遵循这样的规则可以使通过指针维护对象的工作变得非常
的简单。
一旦允许对象的大小可在运行期改变，我们就可以考虑如下的情形。
在内存中有对象A，并且其后紧跟着对象B。
如果运行期某个时刻，A的大小增大了，这意味着必须将A整个移动到内存中的其他位置，否则A增大
的部分将覆盖原本属于B的数据。
只要将A移动到内存中的其他位置，那么所有指向A的指针就必须立即得到更新，光是想一想，就知道
这样的工作是多么的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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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Python源码剖析：深度探索动态语言核心技术》适合于Python程序员、动态语言爱好者、C程序
员阅读。
　　作为主流的动态语言，Python不仅简单易学、移植性好，而且拥有强大丰富的库的支持。
此外，Python强大的可扩展性，让开发人员既可以非常容易地利用C/C++编写Python的扩展模块，还
能将Python嵌入到C/C++程序中，为自己的系统添加动态扩展和动态编程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利用Python语言，无论是使用Python语言本身，还是将Python与C/C++交互使用，深
刻理解Python的运行原理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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