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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我的年事已高，本次改版由跟随我二十余年、从事程序设计语言和编译教学、科研的王晓斌
副教授和陈文宇副教授执笔。
他们能很好地继承我的风格，深入浅出地分析程序设计语言的结构、编译的基本技术。
他们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科研工作中曾实现过几个语言的编译系统；他们年富力强，对近年来语言
的发展有更多、更深刻的理解。
这些都是他们写好本教材的基本保证。
?　　本书是一本适合大多数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广口径教材，按照CC2001和CCC2002教程改写，覆盖
了编程语言（PL）模块的全部内容。
?　　在改写中，力求简明、通俗，注意可读性。
本次改版将第二版中的附录“Java语言概述”替换为“形式语言与自动机简介”，Java语言部分内容插
入到书中的相关章节。
在语义分析部分，纳入了数组的内容；在优化部分，增加了并行优化。
?　　作为计算机工作者，必须要与计算机进行交流、通信，所使用的工具是程序设计语言，用来告诉
计算机“做什么”和“怎么做”。
而程序设计语言数以千计，千姿百态，到底在大学中学习哪些语言才合适？
我们的观点是，学会一两种语言的程序设计，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语言的共性，这样，就具有
鉴赏、评价、选择、学习和设计程序语言的能力。
本书的上篇就是为达到上述目的编写的。
以抽象的观点，将程序设计语言的共性抽象出来，然后用相应的语言去说明这些共性。
?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编译程序的设计和实现是专家的工作领域，并非
每个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具有设计和实现编译程序的知识和能力，有的学校减少了学时，有的学
校更砍掉编译课程。
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编译系统作为计算机系统软件之一，其设计和实现的系统性，能使学生对
软件系统的结构形成及系统的建立有个充分的了解。
因此，本书的下篇讨论了编译程序的5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基本实现技术。
?　　本书为教师提供了教学参考资料，包括课件、教学指导书和习题答案，需要的老师可通过电子工
业出版社的教材服务部获得教学支持。
?　　本书的出版获得了许多同事的帮助，余盛季、屈鸿为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本
书的编写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下篇（第7－13章）由王晓斌编写，上篇（第1－6章）、附录由陈文宇编写。
若书中出现谬误，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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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程序设计语言与编译：语言的设计和实现（第3版）》是一本计算机专业的宽口径教材，新版
覆盖CC2001和CCC2002教程中，除自动机外编程语言（PL）模块的全部知识点。
内容涉及语言及其编译系统的设计要素、设计思想、设计方法、设计技术和设计风格等知识，《程序
设计语言与编译：语言的设计和实现（第3版）》分为上、下篇。
上篇，程序设计语言的设计包括：绪论、数据类型、控制结构、程序语言设计、非过程式程序设计语
言和形式语义学简介；下篇，程序设计语言的实现（编译）包括：编译概述、词法分析、自上而下的
语法分析、自下而上的语法分析、语义分析和中间代码生成、代码优化和目标代码生成、运行时存储
空间的组织。
?　　《程序设计语言与编译：语言的设计和实现（第3版）》的学习目标是，使读者掌握设计和实现
一个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具有分析、鉴赏、评价、选择、学习、设计和实现一个语言的
基本能力。
《程序设计语言与编译：语言的设计和实现（第3版）》力求简明、通俗，注重可读性，是大学计算
机科学和软件工程等专业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概论及编译技术课程教材，也是软件开发人员的学习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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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2.8.4 Modula 2语言的抽象数据类型2.8.5 C++语言的抽象数据类型2.8.6 Java抽象数据类型2.9 类型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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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器的设计8.5 符号表8.5.1 符号表的组织8.5.2 常用的符号表结构习题8第9章 自上而下的语法分析9.1 
引言9.2 回溯分析法9.2.1 回溯的原因9.2.2 提取公共左因子9.2.3 消除左递归9.3 递归下降分析法9.3.1 递归
下降分析器的构造9.3.2 扩充的BNF9.4 预测分析法9.4.1 预测分析过程9.4.2 预测分析表的构造9.4.3 LL（1)
文法9.4.4 非LL（1)文法习题9第10章 自下而上的语法分析10.1 引言10.1.1 分析树10.1.2 规范归约、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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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11.6.1 布尔表达式的翻译11.6.2 无条件转移语句的翻译11.6.3 条件语句的翻译11.6.4 while语句的翻
译11.6.5 for语句的翻译11.6.6 过程调用的翻译习题11第12章 代码优化和目标代码生成12.1 局部优化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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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2 早期语言的发展阶段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的日益广泛，实现的效率已经不再是人们
唯一的追求目标。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一些基于数学原则的机器计算表示法语言，它们基于数学函数和函数作用
，而不是基于冯·诺依曼模型的。
这些语言的代表是LISP，APL（AProgr·ammingLanguage）和SNOBOL4。
　　1.LISP语言　　1960年，JohnMcCarthy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设计和实现了LISP语言，它的设计
基于函数和函数作用的数学概念，它奠定了函数式（或作用式）语言风格的基础。
由于没有适用于函数式语言的计算机体系结构问世，因此它不得不在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的计算机上
执行，其执行效率低，执行速度慢。
　　通常，LISP程序不经过编译而是通过解释来执行。
人们为了提高执行速度，各种实现对LISPI。
ISP进行了不同的改造，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
1981年4月，各个不同的LISP学派召开了一次会议，试图将各种版本统一起来，于是出现了通用LISP
（CommonLISP）语言。
　　由于LISP语言特有的数学特性，使它一出现就在计算机科学的研究中得到大量应用，特别是在人
工智能领域。
例如，在机器人、自然语言理解、定理证明和智能系统等研究领域应用非常广泛。
　　纯LISP语言从变量值可以被修改、赋值语句、goto语句等冯·诺依曼体系结构概念中解放出来。
它主要用来处理符号表达式，并引入了许多新概念。
例如，语言有统一的数据结构（表）；数据和程序有统一的表示方法（S表达式），其中包括递归表
达式、前缀表达式，并将递归作为基本控制结构等。
LISP语言的语义很容易用LISP程序描述，用LISP语言编写的函数EVAL，可用来计算任何给定的LISP表
达式，它是LISP语言的语义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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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国家规划教材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更新，以适应高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需要，并特别注意教材
的可读性和可用性，为任课教师提供各种教学服务（包括）数学电子课件、教学指导材料、习题解答
和实验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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