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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unix/linux程序设计教程》遵循最新的“统一unix规范版本4”，以linux为平台，系统地讲述
了unix
api各种函数的编程方法。
本书内容包括unix的发展历程与标准、标准i/o和低级i/o、文件与目录操作、进程环境与进程控制、信
号处理、时间与定时、终端i/o、高级i/o、进程之间的通信、套接字与网络通信、多线程编程。

　　《unix/linux程序设计教程》在介绍unix
api各种函数的功能和用途的同时，清晰地阐述了它们所隐含的操作系统基本原理。
书中给出了大量程序设计示例程序，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掌握这些函数的功能、使用方法及编程技巧。

　　《unix/linux程序设计教程》特别适合于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的教师、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作为
教材和参考书，也特别适合从事计算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实用编程手册查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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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 Bs口UN!x 在UNIX V7期间，UNIX已发展成为一个可运行于许多不同处理机上的相当稳定的
操作系统。
贝尔实验室广泛使用UNIX，但没有任何技术服务。
由于美国法律的原因，其父公司AT&T也没有提供服务（受1956年美国司法部对AT&T以及Western
Electric公司反托拉斯诉讼协议的约束，在该协议的有效期内，禁止AT&T生产任何与电话或电报无关
的设备或从事其他非公共载体通信服务的商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1974年12月得到了第一个UNIX许可。
在随后的几年中，贝尔实验室研究组的一些成员，包括Ken 7hompson，利用休假在那里讲授UNIX，
并参加一些研究工作。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很多研究生和教授对UNIX系统产生了极大兴趣，其中包括Bill J0y和Chuck H0ley
。
他们为这个UNIX开发了一些实用程序，包括Pascal编译器和ed编辑器，这个编辑器后来成为著名的vi
编辑器。
BillToy将这些新增的内容与一些广泛发布的软件集中在一起，打成一个软件包，形成了“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BSD），并在1 978年春季将它以每个许可协议50美元售出。
同年晚些时候又推出了2BSD。
 据说前两个BSD版本只包含应用和实用程序，并没有修改也没有包含UNIX操作系统，第一个包含操
作系统的版本是1979年发布的3BSD。
3BSD运行于32位的VAX一11／780，这个版本在内核加入了页式请求和虚拟内存等新功能。
3BSD虚拟内存功能引起了国防高级研究项目部（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DARPA
）的注意，他们决定为伯克利UNIX系统的开发提供基金。
DARPA项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集成／CP／IP网络协议包。
在DARPA的资助下，UNIX开始蓬勃发展。
1980年产生了后来统称为4BSD的几个版本：4。
0BSD（1980）、4．1BSD（1981）、4．2BSD（1983）、4．3BSD（1986）以及4。
4BSD（1993）。
 伯克利UNIX的研究工作是由计算机科学研究组（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 Group，CSRG）进行的。
4．4BSD之后，由于UNIX系统变得越来越大，以致很难由一个小组来维护和发展，同时也由于经费问
题，CSRG决定不再继续进行UNIX的开发。
 伯克利小组对UNIX作出了许多重要性的贡献。
除了虚拟内存和纳入了TCP／IP协议外，BSD UNIX还引入了快速文件系统（Fast File System，FFS）、
可靠信号以及套接字功能。
 　　1．1．4 系统V UNOX 　⋯⋯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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