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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译原理”是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主要研究设计和构造编译程序的原理和
方法。
编译原理蕴涵着计算机学科中解决问题的思路、形式化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应用软件和系统软
件的设计与开发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编译程序构造的原理和技术在软件工程和语言转换等许多
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本书主要面向普通本科院校，理论学时为40~48学时，压缩了编译课程中的理论部分，删除了实
用意义不大的编译方法。
以程序编译的5个主要阶段——词法分析、语法分析、中间代码生成、代码优化和目标代码生成为线
索，重点放在设计与构造编译程序及各个组成部分的软件技术和实用方法上。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编译系统的模型，掌握各个阶段的基本算法以及常用
的编译技术和方法，为今后从事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开发打下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本书的主要特色如下。
　　（1）力求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实现方法的思路阐述清楚，条理清晰，通俗易懂。
　　（2）为便于自学，书中引入典型例题，以实例形式讲解理论，加强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并配以
大量习题，以巩固所学的知识，并提供了参考答案。
　　（3）为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便于读者更深刻地理解编译程序的实现过程，以Sample语言为贯
穿本书各个章节的语言实例，重点介绍Sample语言的编译程序在各个阶段的具体实现技术和构造方法
，并给出了部分程序框架。
　　（4）本书注重实际应用，配套软件实现了Sample语言的词法分析、语法分析、语法制导的翻译，
以及本书涉及的各种核心算法的实现，形象生动地展示了编译程序的分析过程，教师可将该软件用作
课堂教学演示，也可用作“编译原理”课程作业的参考实例和实训内容；学生也可以通过该软件进行
自学，在课后反复观看揣摩，并参考该软件中的编译程序实现方法，自己动手实现编译器中的部分内
容。
加*的章节为可选内容，请教师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本书在第1版的基础上，对很多章节进行了删改，第2章增加了高级语言的设计部分，以便读者在
了解编译方法的基础上，从高级语言的使用者过渡到高级语言的实现者和设计者。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重庆理工大学教材出版基金的资助，本书第1版的使用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也为本书
的修订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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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编译原理及实践教程（第2版）》系统地介绍了
编译程序的设计与构造以及各组成部分的软件技术和实用方法。
全书共8章，主要包括编译程序概述、高级语言设计基础、词法分析、语法分析、语义分析和中间代
码生成、运行时存储空间的组织、代码优化以及目标代码生成。
《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编译原理及实践教程（第2版）》的目标是使学习者
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编译系统的模型，掌握各个阶段的基本算法、常用的编译技术和方法，为今后从
事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开发打下理论和实践基础。
为此，《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编译原理及实践教程（第2版）》力求讲清基
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实现方法；书中引入了丰富的典型例题，配以大量的习题；《21世纪高等学校规
划教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编译原理及实践教程（第2版）》以Sample语言为例来贯穿各章内容，介
绍了其编译程序的具体实现技术和构造方法。
　　《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编译原理及实践教程（第2版）》可供高等学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相关专业本科教学使用，也可供计算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开发人员自学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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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单词符号由词法规则所确定，词法规则是指单词符号的形成规则，它规定了字母表中
哪些字符串可以构成正确的单词符号。
单词符号是语言中具有独立意义的最小单位。
语言的语法规则规定了如何从单词符号形成更大的结构（即语法单位，如表达式和语句等），即语法
规则是语法单位的形成规则。
语言的词法规则和语法规则定义了程序的形式结构，是判断输入字符串是否构成一个形式上正确的程
序的依据。
2.语义对于一个语言来说，不仅要给出它的词法和语法规则，而且要定义它的单词符号和语法单位的
意义，即语义。
离开语义，语言只不过是一个字符串而已。
对于编译器来说，只有了解了程序的语义，才能把它翻译成相应的目标代码。
一个程序的语义是指一组规则，用它可以定义一个程序的意义。
阐明语义要比阐明语法困难得多，现在还没有一种公认的形式系统，借助它可以自动地构造出实用的
编译程序。
最早是用自然语言来描述语言结构的含义，这种描述是非形式的、冗长的、易于引起二义的，但它能
给出一个语言的直观梗概。
语义的形式描述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目前已有指称语义学、操作语义学、代数语义学
和公理语义学等多种描述方法。
本书在第5章将介绍目前大多数编译程序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即基于属性文法的语法制导的翻译方
法，它是一个比较接近形式化的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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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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