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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学时 模 式 匹 配

在上个学时中，我们介绍了如何从文件中读取数据的方法。懂得这个方法后，再加上标

量、数组和运算符方面的知识，就可以准备对该数据进行操作，以便做你想要做的任何事情。

有时，文件中的数据没有采用便于使用的格式进行格式化，它不能使用简单的 s p l i t函数对数

据进行分割，或者有的文件行包含了你不感兴趣的数据，你想通过编辑将它删除。

你必须具备一种能力，来识别输入数据流中的模式。根据这些模式来选择数据，并且对

数据进行编辑，使之变成比较容易使用的格式。 P e r l的工具中有一个工具可以用来执行这项任

务，即正则表达式。在本学时的课文中，正则表达式与模式几乎可以互换使用。

正则表达式本身几乎是一种语言，它是用于描述要匹配模式的正式方法。在本学时中，

我们将要介绍一些关于这种模式匹配的语言。

在线文档对 P e r l使用的完整的正则表达式语言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但是

比较扼要的）描述。你可以查看 P e r l中包含的p e r l r e文档。这个问题涉及的内

容非常广泛，因此有人出版了整整一本书来介绍正则表达式。 P e r l界大力推

荐的这本书名叫“ Mastering Regular Expressions”，它是由 J e ffery E.F.

F r i e d l撰写的， 1 9 9 7年出版。它全面介绍了正则表达式，并且对 P e r l给予了

很大的关注。

正则表达式也可以用于其他编程语言，如 T C L、J a v a S c r i p t、P a t h o n和C语言。U N I X操作

系统的许多实用程序也使用正则表达式。 P e r l正好配有一组非常丰富的正则表达式，这与其他

操作系统的情况非常相似，学习这些正则表达式不仅有助于你在 P e r l中的应用，而且可以用于

其他语言。在本学时中，你将学习：

• 如何创建简单的正则表达式。

• 如何使用正则表达式进行模式匹配。

• 如何使用正则表达式来编辑字符串。

6.1   简单的模式

在P e r l中，模式被括在模式匹配运算符中间，有时该运算符采用 m / /的形式。下面就是一

种简单的模式：

m / s i m o n /

上面这个模式依次与字母 S - i - m - o - n相匹配。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 S i m o n呢？以前

我们讲过，P e r l变量$ _常常用于P e r l需要默认值的时候。模式匹配是根据 $ _来进行的，除非你

告诉P e r l用别的方式来进行匹配（后面我们将要介绍）。因此前面的模式可以在标量变量 $ _中

寻找S - i - m - o - n。

如果由m / /规定的模式可以在变量 $ _中的任何地方找到，那么匹配运算符返回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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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看到匹配模式的正常位置是在条件表达式中，如下所示：

在这个模式中，除非字符是个元字符，否则每个字符均与自己相匹配。大多数“标准”

字符均与自己相匹配，这些字符包括 A至Z、a至z和数字。元字符是指改变了模式匹配运行特

性的那些字符。下面是元字符的列表：

下面我们很快就要介绍元字符能够做些什么。在你的模式中，如果想要匹配元字符的原

义值，只需要在元字符的前面加上一个反斜杠即可，如下所示：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模式匹配运算符通常用 m / /来表示。实际上，可以用你想要的任何其他

字符来代替斜杠，如下面这个例子所示：

在许多情况下，当模式中包含斜杠（ /）时且模式的结尾则可能与模式内的斜杠相混淆，

可用另一个字符来代替它，因此括号里面的斜杠的前面必须加上反斜杠，如下所示：

可以编写下面这个代码，使上面的代码更加容易阅读：

如果将模式括起来的字符（称为界限符）是斜杠，那么编写模式匹配代码时也可以不带 m。

因此，也可以将m / C h e e t o s写成/ C h e e t o s /。通常情况下，除非需要使用不是斜杠（ / /）的其他

界限符，否则，可以只使用斜杠而不使用 m来编写模式匹配代码。

变量也可以用在正则表达式中。如果在正则表达式中看到一个标量变量， P e r l首先计算该

标量，然后查看正则表达式。这个功能使你能够动态地创建正则表达式。下面这个 i f语句中的

正则表达式是根据用户输入创建的：

联机手册页和其他文档中的正则表达式有时称为 R E或r e g e x p。为了清楚

起见，在本书中将继续将它们称为正则表达式。

匹配的规则

当你开始在P e r l中编写正则表达式时，应该知道它必须遵循几条规则。不过，规则并不多，

大多数规则在你理解它们之后才具有更大的意义。这些规则是：

• 通常情况下，模式匹配从目标字符串的左边开始，然后逐步向右边进行匹配。

• 如果并且只有当整个模式能够用于与目标字符串相匹配时，模式匹配才返回真（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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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中均如此）。

• 目标字符串中第一个能够匹配的字符串首先进行匹配。正则表达式不会漏掉某一个能够

匹配的字符串，而去寻找另一个更远的字符串来进行匹配。

• 进行第一次最大字符数量的匹配。你的正则表达式可能迅速找到一个匹配的模式，然后

设法尽可能延伸能够匹配的字符范围。正则表达式是“贪婪的”，也就是说，它会尽可

能多地寻找能够匹配的字符。

6.2   元字符

在下面的所有例子中，与模式相匹配的文本部分用下划线标出。请记住，即使目标字符

串中只有一部分与正则表达式相匹配，整个目标字符串也可以说是匹配的。下划线标记用于

帮助说明究竟哪些部分是匹配的。

阅读下列各节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有些内容你无法立即理解，请不要担心。

你很快就会理解的。这些元字符的应用将会有所明确。

6.2.1   一个简单的元字符

第一个元字符是圆点（.）。在正则表达式中，圆点用于匹配除了换行符外的任何单个字符。

例如，在模式 / p . t /中，‘.’用于匹配任何单个字符。这个模式用于匹配p o t、p a t、p i t、c a rp e t、

p yt h o n和p u p _ t e n t。‘.’要求存在一个字符，但是不能有更多的字符。因此，该模式不能与 a p t

相匹配（p与t之间没有任何字符），也不能与e x p e c t相匹配（p t之间的字符太多）。

6.2.2   非输出字符

前面我们讲过，若要将元字符纳入正则表达式，应该在字符前面加上一个反斜杠，使它

失去“元”的含义，如下所示：

当普通字符的前面加上反斜杠后，它就

变成了元字符。正如你在第 2学时中看到的

字符串那样，有些字符的前面加上反斜杠后，

它在字符串中就具备了特殊的含义。在正则

表达式中，所有这些字符几乎代表相同的值，

如表6 - 1所示：

6.2.3   通配符

到现在为止，模式中的所有字符与它们要匹配的目标字符串之间存在一种一对一的关系。

例如，在 / S i m o n /中，s与S匹配， i与i匹配，m与m匹配，等等。通配符是一种元字符，它告诉

正则表达式有多少字符需要匹配。通配符可以放在任何单个字符或一组字符的后面（后面我

们将要详细介绍这方面的内容）。

最简单的通配符是 +元字符。+用于使前面的字符与后面的字符至少匹配一次，也可以任

意次地进行匹配，并且仍然拥有匹配的表达式。因此， / d o + g /将能够与下面的字符串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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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特殊字符

字 符 匹配的字符

\ n 换行符

\ r 回车符

\ t 制表符

\ f 换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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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u n dd o g

h o td o g

d o o gie howser

d o o o o o og d o o g

但是不能与下面的字符串匹配：

b a d g e (因为没有o )

d o o f u s (因为没有g )

D o o g i e （因为D与d不同）

pagoda （因为d、o和g的顺序不对）

与元字符+的作用类似的是 *。元字符*使得前面的字符可以进行 0次或多次匹配。换句话

说，模式/ t * /可以进行任意次的匹配，但是，如果没有匹配的字符存在，这也没有问题。因此，

/ c a r * t /将能够与下面的字符匹配：

c a r te d

c a t

c a r r r t

但是不能与下面的字符匹配：

c a r r o t (多了一个字符o )

c a r l (模式中的 t不是可有可无的 )

c a a r t （多出来的a不能匹配）

下一个元字符是？。元字符？用于使前面的字符进行 0次或一次匹配（但是不能超过一次）。

因此，模式 / c ? o l a /用于对c进行匹配，如果 c存在的话。然后对 o、l和a进行匹配。实际上，该

模式可以对带有 o l a在内的任何字符串进行匹配。如果 o l a的前面是一个 c，那么该字符串也是

匹配的。

元字符？与*之间的区别是：模式 / c ? o l a /可以匹配c o l a和o l a，但是不能与c c o l a匹配。多出

来的c需要进行两次匹配。模式 / c * o l a /可以匹配c o l a、o l a和c c o l a，因为c可以根据需要重复匹

配任意次，而不只是0次或一次。

如果对一个模式进行 0次、一次或许多次匹配不能满足你的需要，那么 P e r l允许根据你需

要的具体次数为你进行匹配，方法是使用花括号 { }。花括号的格式如下：

p a t{n, m}

这里的n是匹配的最小次数，m是匹配的最大次数，p a t是你试图量化匹配的字符或字符组。

可以省略n，也可以省略m，但是不能同时省略n和m。请看下面这些例子：

/ x { 5，10}/ x至少出现5次，但是不超过1 0次。

/ x { 9，} / x至少出现9次，也可能出现更多次。

/ x { 0，4 } / x最多出现4次，也可能根本不出现。

/ x { 8 } / x必须正好出现8次，不能多，也不能少。

正则表达式中常用的一个通配符是 . *。可以用它来匹配任何东西，通常是你感兴趣的其他

两样东西之间的任何东西。例如 / f i r s t . * l a s t /。这个模式设法匹配单词 f i r s t，再匹配它后面的任

何东西，然后匹配单词 l a s t。请观察 / f i r s t . * l a s t /是如何匹配下面的字符串的：

first then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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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od players get picked first, the bad last.

T h e first shall be last, and the last shall be first.

请仔细观察上面第3行中的匹配过程。这个匹配过程首先从单词 f i r s t开始。接着对单词 l a s t

进行匹配，然后继续进行匹配，直到第二次出现单词 l a s t。这时，通配符*遵循“匹配规则”

这一节中列出的第 4条规则，即它要匹配数量最大的字符串，并且仍然要完成该匹配过程。许

多情况下，匹配数量最大的字符串并不是你想要进行的操作，因此 P e r l提供了另一个解决方案，

称为最小数量匹配，这在 p e r l r e手册页中有详细的描述。

6.2.4   字符类

正则表达式中的另一个常用做法是要求匹配“这些字符中的任何字符”。如果你想要匹配

数字，那么能够编写一个匹配“ 0 ~ 9的任何数字”的模式将是非常好的。或者，如果你要搜索

一个名字列表，想要匹配Von Beethoven与von Beethoven，那么使用能够匹配“v或者V”的模

式，将对你是有帮助的。

P e r l的正则表达式拥有这样一个工具，它称为字符类。若要编写一个字符类，可以用方括

号[ ]将这些字符括起来。进行匹配时，字符类中的所有字符被视为单个字符。在一个字符类

中，可以设定字符的范围（在范围有意义的时候），方法是在上限与下限之间加一个连字符。

下面是一些例子：

字 符 类 说 明

[ a b c d e ] 用于匹配a、b、c、d或e中的任何一个字符

[ a - e ] 与上面相同。用于匹配 a、b、c、d或e中的任何一个字符

G 用于匹配大写字母G或小写字母g

[ 0 - 9 ] 用于匹配一个数字

[ 0 - 9 ] + 用于顺序匹配一个或多个数字

[ A - Z a - z ] { 5 } 用于匹配任何一组5个字母字符

[ *！＠ # $ % & ( ) ] 用于匹配这些符号中的任何一个

最后一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因为在字符类中，大多数通配符会失去它们的“通配符性质”，

换句话说，它们的运行特性将类似其他任何一个普通字符。因此，* 实际上代表一个普通的*

字符。

如果插入记号（^）作为字符类中的第一个字符，该字符类将变为无效。也就是说，该字

符类可以匹配不在该字符类中的任何单个字符。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由于]、^和-等字符都是字符类中的特殊字符，因此，如果按照字符的原义来匹配字符类中

的这些字符，就要使用某些规则。若要匹配字符类中的原义字符 ^，必须确保它不出现在字符

类中的第一个字符的位置上；若要匹配字符 ]，你既必须将它放在字符类中的第一个字符位置

上，也可以在它的前面加上一个反斜杠（例如 /[abc\ ] ]/）；若要将一个原义连字符（ -）放在

字符类中，你只需要将它放在字符类中的第一个字符位置上，或者在它的前面放一个反斜杠。

P e r l包含了某些常用字符类的快捷方式。它们用反斜杠和通配符来表示，如表 6 - 2所示。

下面是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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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特殊字符类

模 式 用 于 匹 配

\ w 一个单词字符，与 [ a - z A - z 0 - 9 _ ]相同

\ W 一个非单词字符（与 \ w相反）

\ d 一个数字，与 [ 0 - 9 ]相同

\ D 一个非数字

\ s 一个白空间字符，与 [ \ t \ f \ r \ n ]相同

\ S 一个非白空间字符

不过请注意，上面的最后一个例子不一定匹配一个单词，它也可以匹配一个前后是空格

的下划线。同时，并不是所有单词都可以被最后一个模式来匹配的，它们的前后必须加上白

空间，并且“ d o n’t”之类的单词不能匹配，因为它包含一个省字号。本学时的后面部分的

内容还要进一步介绍用于单词匹配的更好的模式。

6.2.5   分组和选择

有时在正则表达式中，你可能想要知道是否找到了一组模式中的任意一个模式。例如，

这个字符串包含d o g s还是c a t s？正则表达式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称为选择。当可能的匹配项

之间用一个 | 字符隔开时，正则表达式中就出现了选择，如下例所示：

选择可能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当想要匹配许多类似的东西时，它也可能很麻烦。例如，

如果你想要匹配 f r o g、b o g、l o g、f l o g或c l o g等单词时，可以试用 / f r o g | b o g | l o g | f l o g | c l o g /这个表

达式，不过它包含许多重复的选择操作。而你真正想要进行的操作只是比较字符串的第一部

分，如下所示：

上面这个例子不一定能够运行，因为 P e r l没有办法知道选择是你要进行匹配的一个对象，

而o g是要匹配的另一个对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用 P e r l的正则表达式，用括号将模式

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如下所示：

可以对括号进行嵌套，使一个组中包含另一个组。例如，也可以将上面的表达式写成

/(fr|b| (f|c) | ) og/。

在列表上下文中，匹配运算符返回括号中匹配的表达式的各个部分的一个列表。每个加

括号的值都是列表的返回值，如果模式不包含括号，则返回 1。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在上面这个代码段中，该模式先对任意对象（作为一个组）进行匹配，然后对白空间进

行匹配，再对单词 i s进行匹配，然后匹配更多的白空间，再对任意对象（也作为一个组）进行

匹配。这两个分组的表达式返回左边的列表，并赋予 $ f r u i t和$ c o l o r。

6.2.6   位置通配符

最后两个通配符（相信你可能认为通配符是没有止境的）是位置通配符。可以使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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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配符来告诉正则表达式，你要查找的模式的准确位置是在字符串的开头，还是在字符串的

结尾。

第一个位置通配符是插入记号（ ^）。正则表达式开头的插入记号告诉正则表达式只匹配

一行开头的字符。例如， / ̂  v i d e o /只匹配单词v i d e o，如果它出现在一行的开头的话。

与它相对应的通配符是美元符号（ $）。正则表达式结尾处的美元符号能够使模式只匹配

一行结尾的字符。例如 / e a r t h $ /用于匹配e a r t h ,不过它只能位于行尾。

模 式 作 用

/ ̂  H e l p / 只只匹配以H e l p开头的行

/ ̂  F r a n k l y. * d a r n $ / 只用于匹配以F r a n k l y开头和以d a r n结尾的行。它们中间的所有字符也进行匹配

/ ̂  h y s t e r i a $ / 只用于匹配只包含单词 h y s t e r i a的行

/ ̂  $ / 只用于匹配一行的开头，紧接着匹配该行的结尾。它只用于匹配空行

/ ̂  / 只用于匹配带有开头字符的行（所有行）。/ $ /的作用也相同

6.3   替换

仅仅查找字符串中的模式和输入的信息行是不够的，有时也需要修改数据。方法之一

（当然不是惟一的方法）是使用替换运算符 s / / /。它的句法如下：

替换运算符用于默认搜索 $ _，找出searchpattern, 并且用 r e p l a c e m e n t来替换整个匹配的正

则表达式。该运算符返回匹配的数量或进行替换的数量，如果没有进行任何匹配，则返回 0。

下面是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替换按照你希望的那样进行。单词 m i d d l e替换成e n d，i n替换成a t。但是 i f

语句运行失败了，因为单词 a p a r t m e n t没有出现在$ _中，因此无法替换。

替换运算符也可以使用非斜杠（ /）的界限符，使用的方法与匹配运算符相同。只需要直

接在s的后面加上你想要的界限符即可，如下所示：

6.4   练习：清除输入数据

当你试图更改数据的时候，常常会进行上面这个例子中的“盲目”替换，即替换是进行

了，但是不检查退出状态。更改数据是从用户或文件中取出没有完全按照你的要求进行格式

化的数据，然后对数据重新进行格式化。程序清单 6 - 1显示了一个例程，用于将你在地球上的

体重转换成月球上的体重，这可以展示数据操作时的情况。

使用文本编辑器，键入程序清单 6 - 2中的程序，并将它保存为 M o o n。务必按照第 1学时中

的说明使该程序成为可执行程序。

当完成上述操作后，键入下面这个命令行，设法运行该程序：

perl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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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清单6 - 1显示了某些输出示例。

程序清单6-1   月球体重转换程序的输出示例

程序清单6-2   你的月球体重转换程序

第1行：这一行包含到达解释程序的路径（可以修改该路径，使之适合你的系统的需要）

和开关- w。请始终使警告特性处于激活状态。

第3 ~ 4行：这几行用于提示用户输入他的体重，将输入的值赋予 $ _，并且用c h o m p命令删

除换行符。请记住，如果没有设定其他变量，那么 c h o m p将改成$ _。

第5行：模式 / ̂  \ s + /对该行的开头的白空间进行匹配。它没有列出任何替换字符串，因此，

匹配该模式的$ _部分被删除了。

第7行：如果在用户的输入中发现了计量单位，那么该 i f代码块便删除该计量单位，并在

适当的情况下对它进行转换。

第8 ~ 9行：模式 / \s*(k g s ? | k i l o g r a m s ?）/ i对白空间进行匹配，然后对 k g或k i l o g r a m s（每个

元素的结尾都有一个选项 s）进行匹配。这意味着如果输入中包含 k g或k g（没有空格），那么

它就被删除。如果该模式被发现和删除了， $ _中留下的数据将与2 . 2相乘，或者转换成磅。

第11行：否则，从$ _中删除l b s或p o u n d s（并删除前导白空间）。

第1 4行：$ _中的重量（已经转换成磅）乘以 1 / 6，然后输出。

6.5   关于模式匹配的其他问题

现在你已经能够对 $ _进行模式匹配，并且懂得替换的基本概念，因此可以学习更多的功

能。为了使正则表达式的运行做到真正有效，必须对 $ _之外的变量进行匹配，并且进行更加

复杂的替换，还要使用适用于（但不是只能用于）正则表达式的 P e r l函数。

6.5.1   对其他变量进行操作

在程序清单6 - 2中，用户输入的重量存放在$ _中，并用替换运算符和匹配运算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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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该程序清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 $ _并不是用来存放“重量”的最佳变量名。对于初学

者来说，$ _并不十分直观，在不经意中， $ _也许被改变了。

一般来说，将数据长期存放在 $ _中是非常危险的，最终你会感到非常恼

火。P e r l的许多运算符都使用 $ _作为默认参数，其中有些运算符也会修改 $ _。

$ _是P e r l的通用变量，如果试图将一个值长时间存放在 $ _中（尤其是当你学

习了第8学时的内容后），最终将会导致某些错误。

在程序清单6 - 2中使用变量$ w e i g h t就比较好。如果要对非 $ _的变量使用匹配运算符和替换

运算符，则必须将它们与该变量连接起来。为此可以使用连接运算符 = ~，如下所示：

= ~运算符并不进行赋值，它只是取出右边的运算符，并使它对左边的变量进行操作。整

个表达式拥有的值与使用 $ _时所拥有的值是相同的，正如你在下面这个例子中看到的那样：

6.5.2   修饰符与多次匹配

到现在为止，你看到的所有正则表达式都是区分大小写字母的。也就是说，在模式匹配

中，大写字符与小写字符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匹配单词时不考虑它们是大写字母还是小写字

母，那么需要使用下面的代码：

这个例子看上去不仅很笨，而且很容易出错，因为很容易在键入大写和小写字母对时发

生错误。替换运算符（s / / /）和匹配运算符（m / /）能够在匹配正则表达式时不考虑大小写字母，

如果匹配项的后面跟一个字母 i的话。

/ m a c b e t h / i ;

上面这个例子可以对M a c b e t h进行匹配，无论它是使用大写字母、小写字母还是大小写混

合字母（M a C b E t H）。

用于匹配和替换的另一个修饰符是全局匹配修饰符 g。正则表达式（或替换）的匹配操作

不是一次完成的，它要重复通过整个字符串，第一次匹配后，立即进行下一次匹配（或替换）。

在列表上下文中，全局匹配修饰符可使匹配代码返回一个放在括号中的正则表达式的各

个部分的列表：

该模式首先匹配一个非单词字符，然后匹配字母 f，接着匹配4个单词字符。字母 f和4个单

词用括号分组。该表达式被计算后，变量 @ F将包含4个元素，即 f i s h、f r o g、f r e d和f o u l。

在标量上下文中，修饰符 g使得匹配操作迭代通过整个字符串，为每个匹配操作返回真，

当不再进行更多的匹配操作时，返回假。现在请看下面这个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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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个代码段使用匹配运算符（ / /），它带有标量上下文中的修饰符 g。w h i l e循环这个

条件提供了标量上下文。该模式用于匹配一个单词字符。 W h i l e循环将继续运行 (并且letters 被

递增)，直到匹配代码返回假为止。当该代码段运行完成后， $ l e t t e r s的结果将是11。

在第9学时中，我们将要展示更加有效的对字符进行计数的方法。

6.5.3   反向引用

当将括号用于P e r l的正则表达式中时，由每个带括号的表达式进行匹配的目标字符串的这

个部分将被记住。 P e r l将把这个匹配的文本记录在一些特殊的变量中，这些变量的名字是 $ 1

（用于第一组括号）、$ 2（用于第二组括号）、$ 3、和$ 4等等。现在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上面这个模式用于匹配格式很好的美国 /加拿大电话号码，比如 8 0 0 - 5 5 5 - 1 2 1 2，同时将电

话号码的每个部分记录在 $ 1、$ 2和$ 3中。这些变量可以用在下面的表达式的后面：

它们也可以用作替换操作中的替换文本的组成部分，如下所示：

不过应该注意，模式匹配运行成功时，变量 $ 1、$ 2和$ 3的值将被清除（不管它是否使用

括号），如果并且只有当模式匹配运行成功时，这些变量才被设置。基于这个情况，请看下面

这个例子：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使用 $ 1时根本没有确定模式匹配是否可行。如果模式匹配运行失败，

将会带来麻烦。

6.5.4   一个新函数：grep

P e r l中的一个常见操作是搜索数组，寻找某些模式。例如，如果将一个文件读入一个数组，

然后你想要知道哪一行包含某个单词。 P e r l有一个特殊的函数，可以用来进行这项操作，这个

函数称为g r e p。g r e p函数的句法如下：

g r e p函数迭代运行通过 l i s t中的每个元素，然后执行 e x p r e s s i o n或b l o c k。在e x p r e s s i o n或

b l o c k中，$ _被设置为要计算的列表中的每个元素。如果该表达式返回真， g r e p就返回该元素。

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 @ d o g s的每个元素被依次赋予 $ _。然后根据$ _对表达式 / h o u n d /进行

测试。返回真的每个元素被 g r e p返回，并存放在@ h o u n d 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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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你必须记住两点。首先，在表达式中， $ _是对列表中的实际值的引用。如果修改 $ _，

就会改变列表中的原始元素：

当运行这个代码后， @ h o u n d s将包含g r e y h o u n d s和b l o o d h o u n d s（请注意它们结尾处的字

母 s）。通过修改 $ _，原始数组 @ d o g s也被修改了，同时，它现在包含了 g r e y h o u n d s、

b l o o d h o u n d s、t e r r i e r、m u t t和c h i h u a h u a。

需要记住的另一点（ P e r l程序员有时忘记了这一点）是： g r e p不一定必须与模式匹配或替

换运算符一道使用，它可以与任何运算符一道使用。下面这个例子用于检索长度超过 8个字符

的犬名：

g r e p函数与 U N I X的一个命令同名，该命令用于搜索文件中的模式。

U N I X的g r e p命令在U N I X中的用处是如此之大（因此在 P e r l中用处也很大），

以至于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动词，即“ to grep”（进行模式搜索）。如果我们

说to grep through a book，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翻阅每一页，寻找某个模

式。

一个相关函数 m a p的句法与 g r e p基本相同，不过它的表达式（或语句块）返回的值是从

m a p返回的，而不是$ _的值。可以使用m a p函数，根据第一个数组来产生第二个数组。下面是

该函数的一个例子：

@ words= map {split ' ',$_} @ input;

在这个例子中，数组 @ i n p u t的每个元素（作为 $ _传递给语句块）均用空格隔开。这意味

着@ i n p u t的每个元素均产生一个单词列表。该列表存放在 @ w o r d s中。@ i n p u t的每个相邻行均

被分隔开来，并在@ w o r d s中进行累加。

6.6   课时小结

在本学时中，我们介绍了什么是正则表达式，它们采用什么样的结构，以及如何在 P e r l中

使用正则表达式。正则表达式是由标准字符和元字符构成的。标准字符通常是指字符本身的

原义，而元字符则用于改变标准字符的含义。正则表达式可以用于测试是否存在某些模式，

或者用于替换模式。

6.7   课外作业

6.7.1   专家答疑

问题：模式/ \w（\ w）+ W /似乎不能与文本行上的所有单词相匹配，它只能与中间的几个

单词进行匹配。为什么？

解答：你查找的是用非单词字符括起来的单词字符。文本行的第一个单词的前面没有非

单词字符。它的前面根本就没有任何字符。

问题：m / /与/ /之间有什么差别。我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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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它们之间几乎根本没有差别。当你决定设置一个不是 / 的模式界限符时，两者之

间就会显示出惟一的一个差别。如果你在该模式的前面放置一个 m，比如m ! p a t t e r n !，那么你

才能不使用 / 界限符。

问题：我想要检查用户键入的一个数字，但是/ \d * /似乎不起作用。它总是返回真！

解答：它返回真，因为仅仅使用通配符 *的模式总是能够运行成功的。它既能够对出现 0

次的\ d进行匹配，也能够对出现 2次、1 0 0次或1 0 0 0次的\ d进行匹配。使用/ \d + /，能够确保你

至少对一个数字进行匹配。

如果你已经开始学习正则表达式的模式，请设法做一下下面这些思考题，以了解学到了

哪些知识。

6.7.2   思考题

1) 如果你拥有一些格式化为“ x = y”的代码行，那么使用什么表达式可以将表达式的左边

与右边相交换？

a. s/（. +）=（. +）/ $ 2 = $ 1 /；

b. s/（*）=（*）/ $ 2 = $ 1 /；

c. s/（.*）=（.*）/ $ 2 $ 1 /；

2) 下面这个代码运行后，$ 2中的值是什么？

$ f o o =“Star Wars: The Phantom Menace”；

$ f o o = ~ / S t a r \ s（（W a r s）：The Phantom Menace)/；

a. 模式匹配后$ 2没有被设置，因为匹配失败。

b. Wa r s

c. Wars:The Phantom Menace

3) 模式m / ̂  [ - + ] ? [ 0 - 9 ] +（\ . [ 0 - 9 ] *) ? $/匹配的结果是什么？

a. 日期，格式为0 4 - 0 3 - 1 9 6 9

b. 格式很好的数字，如4 5，1 5 . 3，- 0 . 6 1

c. 类似加法的模式，如4 + 1 2或8 9 + 2

6.7.3   解答

1) 答案是a。如果选择c，那么在替代字符串中将不包括符号 =，它在$ 1或$ 2中将不能被捕

获，因为=出现在括号的外面。选择 b是无效的，一个字符必须出现在*的前面。选择 a，就能

够正确地执行该操作。

2) 答案是a。匹配失败是因为 s t a r没有使用大写，同时，匹配代码不包含区分大小写字母的

修饰符i。由于这个原因，你始终都应该在使用 $ 1、$ 2等之前测试匹配代码运行是否成功。（如

果模式匹配使用了 i修饰符，或者s t a r已经变成大写字母，那么选择b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3) 答案是b。在匹配行的开头，该模式应该是一个选项 +或-，接着是一个或多个数字，然

后（可选项）在行的结尾是一个小数点并且可能是多个数字。该模式可以匹配简单的、格式

很好的数字。

6.7.4   实习

• 看一看你是否能够创建一个用于匹配标准时间格式的模式。下面的所有格式应该都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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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1 2 : 0 0 a m、5 : 0 0 p m、8 : 3 0 A M。下面这些格式是不行的： 3 : 0 0、2 : 6 0 a m、9 9 : 0 0 a m、

3 : 0 p m。

• 编写一个短程序，使它能够执行下列操作：

1) 打开一个文件。

2) 将所有文件行读入一个数组。

3) 从每个行中取出所有单词。

4) 找出至少拥有4个连续辅音或非元音字母的所有单词（比如“ t h o ug h t s”或“y ar d s ti c k”

这样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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