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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章 檔案系統管理 
 
15-1 檔案和檔案系統結構 
 

大部份的電腦使用者使用檔案和檔案系統結

構。當使用電腦系統時，使用者一般都執行建立檔

案、讀取檔案、執行檔案、修改檔案或寫入檔案。

因此使用者需要了解在 Linux上的檔案、檔案如何
被管理和組織、檔案在作業系統上如何被實作和檔

案如何被儲存在磁碟上。 

應用程式

邏輯檔案系統

檔案組織模式

基本檔案系統

I/O控制
磁碟控制器

磁碟或儲存裝置

層次化的檔案系統

我們經過作業系統來方便有效的存取磁碟，以

及有效的儲存、找到、以及重新取出資料。作業系

統如何去定義檔案系統，讓我們使用者能夠輕易的

使用檔案系統，以及檔案的定義和它的性質。我們

也需要建立一些快速的演算法及資料結構，來快速

的從檔案系統存取與找尋資料。檔案系統是由許多

不同的操作層次所組成。 

 應用程式﹕應用程式呼叫邏輯檔

案系統來刪除、修改或建立一個檔

案。檔案在 Unix 中，應用程式將
目錄當成檔案的一種。 

 邏輯檔案系統﹕包括檔案系統的

組織及演算、資料結構，也包含了

檔案的保護與安全。邏輯檔案系統

使用目錄結構。 

 檔案組織模組﹕將邏輯檔案系統

轉換成基本檔案系統。 

 基本檔案系統﹕為發出一般的命

令給裝置驅動程式，指示要讀取或

寫入磁碟的位址的磁區(例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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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磁盤，第六個磁軌，第五個磁區)。 

 I/O輸入輸出控制器﹕磁碟機介由 I/O匯流排將磁碟裝置組在電腦上。
在匯流排上資料的傳送是由 I/O 控制器所控制。如果要完成一個磁碟
的輸入/輸出動作，電腦要將命令給 PCI介面記憶體控制器，然後再將
主控制器的信號傳給 I/O 控制器，然後再由磁碟控制器來控制操作硬
碟，來讀取或存入資料。磁碟控制器內一般都有緩衝的快取記憶體，

來放置要傳送或輸入的資料。 

PCI匯流排

I/O控制器

圖形輸出

乙太網路

光碟

I/O控制器

磁碟機

I/O控制器

處理器CPU

主記憶體 PCI介面記憶
體控制器

 
 

 磁碟裝置﹕磁碟裝置就是存放我們資料的地方。 

磁碟是我們儲存檔案資料最主要的地方。磁碟機是由許多的磁盤所組成，就像我

們的光碟片一樣，儲存著許多的資料，而磁盤是雙面的儲存資料，我們介著讀取頭來

讀取磁盤上的資料。磁盤是由許多的磁軌所組成，而磁軌又由許多的磁區所組成。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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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的轉速目前為每分鐘 7200轉上下，轉速越快讀取資料的速度就越快，但價格越高。
一般資料由磁碟傳到我們記憶體的時間可分為傳送時間和定位時間。定位時間是讀寫

頭到指定的磁區所需要的時間。傳送時間是傳送資料由磁碟裝置到記憶體的時間。 

磁軸
磁盤

磁軌

旋轉方向

讀寫臂

讀寫頭

磁區

磁柱

磁臂

磁碟機裝置

 
我們可以將檔案資料存放在我們的磁碟上。我們可以將磁碟的儲存空間分配給檔

案，方便我們快速的存取檔案，而有連續的配置磁碟空間、鏈接式的配置磁碟空間和

索引式的配置磁碟空間。 

連續性的分配磁碟空間需要讓檔案使用連續性的磁碟位置。例如 chaiyen的檔案
開始的位置是在 2的地方，而它使用了兩個區塊的連續磁碟空間。Mail的檔案開始的
位置是在 15的地方，而它使用了五個區塊的連續磁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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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概念 
 

2 3 4 51

7 8 9 106

12 13 14 1511

17 18 19 2016

22 23 24 2521

27 28 29 3026

32 33 34 3531

37 38 39 4036

磁碟空間的連續分配

檔案         開始     長度
chaiyen      2                2
mail           15              5
init.d           8               2
man         25              6
good           37             3

目錄

 
我們使用鏈結來分配檔案的磁碟空間。檔案是用鏈結的方式來表示，因為將硬碟

分割成目錄和檔案，目錄標示著所有檔案的資訊，包括檔案的開始與結尾，在下圖中，

檔案 good的開始是在 8的地方，而結尾是在 16的地方，結尾以負 1來表示，而檔
案中包含了下一個檔案的位址指標(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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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1

7 8 9 106

12 13 14 1511

17 18 19 2016

22 23 24 2521

27 28 29 3026

32 33 34 3531

37 38 39 4036

磁碟空間的鏈結分配

檔案   開始   結束
good         8      16

目錄

15

25

16

-1

2

38

 
我們可以使用索引分配磁碟空間給檔案。每個檔案都有自己的索引區段，那就是

一個磁碟中區段位置所組成的陣列。在我們檔案 good中，其索引區段為 10，而其索
引區段放置所有區段的位置指標。我們可以使用多層索引，來增加檔案在磁碟中的儲

存分配空間。作業系統使用第一層索引來找到第二層索引區塊，再使用第二層區塊找

到檔案的資料區塊。如果我們使用 4096 位元組的區塊，則我們可以儲存 1024 個 4
位元組的指標在索引區塊中。因此我們使用兩層的索引可達 1048576 個資料區塊，
則我們可以分配 4G位元組的磁碟空間給檔案。UNIX使用組合的方式將 inode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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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指標直接指向直接區段，而這些是分配給較小的檔案。而第十三個指標為指向間接

區段，也就是使用單層的索引區段。第十四個指標為指向雙層的索引取段，又稱為雙

重間接區段。最後一個指標使用三層的索引，又稱為三重間接區段。 

 

2 3 4 51

7 8 9 106

12 13 14 1511

17 18 19 2016

22 23 24 2521

27 28 29 3026

32 33 34 3531

37 38 39 4036

磁碟空間的索引式分配

檔案     索引區段
good             10

目錄

2
8
15
16
2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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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檔案的型態 
 

檔案的型態分為簡單的檔案型態、目錄、符號連結(symbolic link)、特別檔案裝置、
管線。 

簡單的檔案型態﹕簡單的檔案型態一般有執行檔、目的檔、備份或壓縮檔、觀看

或圖型檔、函式庫檔、文字檔、批次檔、原始檔、網頁檔。 

檔案型態 常用延伸部份 說明 

執行檔 Exe、com、bin 可直接被機器執行的檔案。 

目的檔 .o、.ob 
編譯成機器語言，但還未鏈結的

檔案。 

備份或壓縮檔 Arc、tar、zip 將檔案壓縮成較小的檔案 

觀看或圖型檔 Ps、gif、jpeg 
Ascii 或二進位可列印或觀查的檔

案。 

函式庫檔 Lib、a 放在函式庫中的函式。 

文字檔 Txt、doc 文書資料與文件。 

批次檔 Bat、sh 命令直譯器的指令。 

原始檔 C、cpp、asm、fla、java 程式語言未經過編譯的原始檔。 

網頁檔 Html 可以使用瀏覽器閱讀的檔案。 

 

 目錄檔﹕目錄檔包含了其它檔案的檔名還有指向這些檔案資訊的指標

內容，具有讀取目錄權限的程式都可以讀取指定的目錄內容，但只有

核心程式才能寫入目錄檔。目錄是由節點 inode(指向檔案的指標)和檔
案名稱所組成。 

節點 檔案名稱

 
 符號連結檔﹕符號連結是指向另一個檔案的檔案類型，它的資料內容

是存放另外一個檔案的位址。符號連結檔可以讓我們更改檔案的名

稱，而不用再複製檔案，因為我們使用符號指標檔指向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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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檔案裝置﹕用於系統的裝置。特別檔案裝置是存取硬體裝置的方

法，包含鍵盤、硬碟、CD-ROM光碟機、軟碟機、和印表機。每一種
硬體裝置都有它自己的特別檔案。特別檔案分為字元特別檔和區塊特

別檔。字元特別檔就像是鍵盤，而區塊特別檔則為硬碟裝置。特別檔

都是放在/dev的目錄。這個目錄至少包含一個和電腦連接的裝置。應
用程式或指令讀取或寫入特別裝置檔案的方法就像讀取或寫入一般檔

案一樣。這是因為在 Linux中輸出和輸入是獨立於裝置(例如 fd0為軟
碟 0、fda為硬碟 a、lp0為印表機 0、tty為終端機)。我們稱各種不同
的裝置模擬這實體的檔案裝置為虛擬裝置(pseudo devices)。虛擬裝
置允許我們和 LINUX作業系統交談。 

 管線﹕用於行程間相互溝通的檔案。Linux 擁有好幾個機制來允許我
們行程間的互相溝通。這個機制稱為內部行程溝通機制 Ineterprocess 
communication(IPC) mechanisms。一般我們時常使用的稱為管線
pipes、FIFO 和插槽 sockets。Pipe 管線是當作父行程和子行程溝通
的緩衝記憶體。FIFO 是兩個行程間的緩衝區。Socket 插槽是核心記
憶體緩衝區，它允許兩台電腦經過網路進行溝通。 

 

這是 Unix也是 Linux的檔案格式 inode，inode裏面包含了擁有者、使用者可以
存取的權限、也有時間戳記(裏面包含了何時這個檔案被修改)、也包含了檔案的大小。
每一個檔案的區段大小為 4k，在 Linux中系統的方式為保存裝置目錄中的前 15個索
引區段指標，而指標的前 12個指向直接區段，因此只要檔案小於 48k的，就可以直
接存取，速度較快﹔而單層間接及雙層間接和三層間接的第一個指向結點，裏面的內

容是下一層的位址，這樣可以讓我們的檔案指標指向更多的檔案。在 32 位元的檔案
指標最多可以達到 4G位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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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擁有者

時間戳記

大小

區段計數

直接區段

單層間接

雙層間接

三層間接

資料

資料

資料

.

.

.

資料

資料
資料

資料

資料.
.
. .

.

.

.

.

.

資料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料

資料

資料

資料

.

.

.
索引區段

 
 

這是檔案系統的結構。我們將磁碟機分割成數個分割區，而每個分割區都有自己

的檔案系統。每個檔案系統都有載入區塊(boot blocks)、超級區塊、節點串列和目錄
區塊及資料區塊。 

載入區塊包含了該分割區被系統啟動的資訊。 

超級區塊包含了分割區的詳細資料，包含了分割區的區塊數目、區塊的大小、空

的區塊數目、節點的數目。 

目錄區塊通常是用來組織檔案。 

節點包含了存取權、擁有者、大小、資料區塊的位址。 

 

15-9 



 15 檔案系統管理 

 

分割區1 分割區2 分割區3 分割區4 分割區5磁碟機

boot blocks
載入區塊

super blocks
超級區塊

節點串列 目錄區塊與資料區塊

節點
i-node

節點
i-node

節點
i-node

節點
i-node

節點
i-node

節點
i-node

節點
i-node

節點
i-node

節點
i-node

節點
i-node

節點
i-node

節點
i-node

磁碟機,磁碟分割和檔案系統

檔案系統

 
 

當應用程式要作檔案的輸入輸出時，它一定要開啟檔案，然後再作讀取或寫入的

動作。當我們在 Linux上要開啟檔案時，都會和檔案描述表 file descriptor有關。如下
圖。檔案描述表的描述符號 0 是表示標準輸入 stdin、檔案描述表的描述符號 1 是表
示標準輸出、檔案描述表的描述符號 3是表示錯誤 stderr。核心使用的檔案描述符號
索引每個行程的檔案描述表，並且得到指標來指向系統的檔案表。然後，系統檔案表

包含的指標指向系統節點表的檔案節點。當檔案的節點 inode被存取時，就可以讀取
整個檔案了。 

 

mode

擁有者

時間戳記

大小

區段計數
直接區段
單層間接
雙層間接
三層間接每個行程的

檔案描述表
系統的檔案表
system-wide file

table
系統的節點表
inode table

good檔案的
節點inode

磁碟機

讀取檔案的過程

good的檔
案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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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檔案系統結構 
 

作業系統的檔案系統結構有檔案系統如何被組織、檔案系統如何被儲存和如何管

理檔案系統這三點。 

Linux的檔案系統結構是屬於階層式。因此，檔案系統的開始是由根目錄 root開
始往下長，就像一棵倒長的樹一樣。Linux 作業系統包含了數百個目錄和檔案，就像
下列的檔案系統結構。 

了解 LINUX的檔案結構。 

LINUX的檔案結構就像是一棵數(TREE)，它是由/(根)開始往下發展。在圖中方
型代表著目錄，圓形代表著檔案。 

LINUX的檔案結構就像一棵樹(TREE)，而微軟將檔案分割成好幾個磁區例如
C:/(C碟)、D:/(D碟)、E:/(E碟)，而我們 LINUX是使用掛載(MOUNT)的方式來讀區
不同磁區。 

我們使用 mount指令來掛載/mnt目錄底下的 CDROM光碟機。 

/根目錄，它是整個 LINUX檔案系統的起點。在WINDOWS上它是以 C碟，D
碟、E碟，而在 LINUX上則是以掛載(mount)的方式。 

/lib 是放置函式(library)的地方。 

/etc 存放和系統有關的程式和檔案的地方。 

/tmp 放置暫時存放的檔案。 

/var 放置一些內容時常改變的檔案。 

網頁的預設放置地點就是在/var/www/html。 

/mnt 放置光碟機或軟碟機的地方，我們經常使用 mount指令來掛載此外部
device。 

/usr 存放給使用者用的重要子目錄。 

/bin 存放基本的 linux指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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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usr tmp sbin root proc opt mnt lost+found lib home etc dev boot bin

chaiyenjustinwww

html

X11R6 local share cdromdesktop

good

rc.d httpd

conf

httpd.conf

grouppasswd

init.d

nfs sendmail mysqld webminhttpd smb dhcpd halt

典型的檔案系統結構

目錄

檔案

 
當我們登錄作業系統時，作業系統會將我們放到指定的目錄/home/使用者。例如

我們使用者 chaiyen登錄時，就會到作業系統指定的目錄/home/chaiyen中。我們目
前所在的目錄稱為逗點 dot﹒，而我們的上一層目錄稱為逗點逗點 dotdot﹒﹒。 

檔案路徑分為兩種，一種為絕對路徑，一種為相對路徑。路徑名稱可以用三種方

式來指示，從根目錄開始(/)、從目前的工作目錄開始、和從使用者的家目錄開始。當
路徑名稱是由家目錄開始時，我們稱為這是絕對路徑。例如/etc/rc.d/init.d/httpd就是
絕對路徑。 

路徑從目前的目錄開始或使用者的家目錄開始時，我們稱為相對路徑。當我們在

/etc/rc.d的目錄中，我們要執行啟動 httpd的程式，我們可以使用﹒/init.d/httpd  start
相對路徑來啟動。我們也可以使用絕對路徑/etc/rc.d/init.d/httpd  start來啟動。我們
也可也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 cd ~/來跳到我們的家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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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中我們可以使用掛載 mount到不同的分割區來使用檔案系統，而不用像
微軟使用命名 A﹕、B﹕、C﹕、D﹕、E﹕分割區。在 Linux中，我們可以介由指定
路徑來使用檔案系統，而不用考慮它們的分割區。 

/(根目錄)﹕根目錄是檔案系統最上層的目錄，它包含所有的目錄和檔案。 

我們可以使用 mount指令來掛載系統。 

語法﹕ 
指令:mount 

參數﹕ 
-a﹕掛載/etc/fstab中所設定的所有檔案系統。 

-f﹕模擬掛載，但不會真的掛載進去。 

-F﹕使用平行掛載，來加快掛載的時間。 

-L 標籤﹕掛載指定標籤的檔案系統。 

-r﹕以唯讀的方式掛載。 

-w﹕以可讀寫的方式掛載檔案系統。 

-o 選項﹕ 

async為以非同步方式作輸入/輸出。 

atime每次存取後更新節點 inode的時間。 

auto為自動掛載設定為 auto的裝置。 

dev可解讀檔案系統上的區塊裝置。 

exec可執行二進位檔。 

nouser讓一般使用者無法掛載。 

ro以唯讀模式掛載。 

rw以可讀寫方式掛載。 

Suid開啟 SUID(設定使用者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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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以同步的方式啟動執行輸入/輸出的動作。 

user讓一般使用者可以掛載。 

我們使用 mount來掛入檔案系統而使用 umount來解除掛載。 

Linux是使用掛載的方式來將檔案掛入使用。 

我們使用 mount /mnt/cdrom來掛載光碟，而使用 umount /mnt/cdrom來解除掛
載。 

 

 
 

我們使用 mount –a來掛入所有在/etc/fstab設定的檔案系統。 

 
 

 /bin﹕為主要執行檔的目錄。所有在這目錄的檔案不是執行檔，就是
連結到可執行檔的符號檔案(symbolic links)。一些主要的指令像是
bash、cat、chmod、cp、echo、kill、ln、ls、mail、mkdir、rm、rmdir、
sh、stty、su、tcsh、uname、more、move、ps、pwd和 vi檔都在
這/bin的目錄下。在/bin下也包含一些重要的網路指令 ping、netstat、
ho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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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h cat chmod cp echo kill ln ls mail mkdir rm rmdir sh pwd vi tcsh ping

/

var usr tmp sbin root proc opt mnt lost+found lib home etc dev boot bin

/bin目錄下的檔案

目錄

檔案

 
 /dev﹕這/dev目錄為裝置目錄，它包含相關裝置的檔案系統，如終端

機、磁碟機、光碟機、軟碟機和印表機。我們可以將這些裝置分為字

元特別檔和區塊特別檔。字元特別檔為以字元輸入輸出的裝置，如鍵

盤。區塊特別檔為以區塊輸入輸出的裝置，如磁碟機。 

 /etc﹕/etc目錄存放和主機系統有關的程式和檔案的地方。這些檔案和
目錄包含系統的組態。一些在這裏的檔案和目錄為 X11、bashrc、
csh.login、crontab、group、inittab、lilo.conf、linuxconf、localtime、
motd、passwd、pine.conf、profile、securetty、skel、shells和 zshrc。
這 X11目錄包含 X視窗的組態檔案。一些在/etc的網路相關檔案或目
錄包含 exports、ftpusers、gateways、host.conf、hosts、hosts.allow、
hosts.deny、hosts.equiv、hosts.lpd、httpd、inetd.conf、inputrc、
lynx.cfg、mail.rc、networks、rc.d、resolv.conf、services、snmp、
uucp、news、printcap、protocols。/etc/passwd是放置使用者資料
的檔案，/etc/shadow是放置密碼加密的檔案、/etc/group是放置群組
資料的檔案、/etc/shells是放置指令直譯器的目錄(BASH、TCSH)、
/etc/skel是放置登錄 shell時所初始化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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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usr tmp sbin root proc opt mnt lost+found lib home etc dev boot bin

rc.d httpd

conf

httpd.conf

grouppasswd

init.d

nfs sendmail mysqld webminhttpd smb dhcpd halt

sambaX11skel kdecron.dsecuritymailsquidsysconfig resolv.conf exports services

 
 

 /home﹕/home目錄存放使用者的家目錄。在我們的個人電腦系統，
家目錄存放著使用者們的家目錄，如/home/chaiyen為使用者 chaiyen
的目錄。我們也可以將/home目錄當作是網路檔案系統 NFS輸出的目
錄。 

 /lib﹕/lib是放置各種語言的函式庫。Linux系統包含 C、C++和
FORTRAN的函式庫。我們在開發軟體時，可以使用這些函式庫。標
準的 C函式庫為/lib/libc.so*，數學函式庫 libm.so.*和可動態連結的
/lib/ld/so。/lib/modules目錄包含可載入的核心模組，而/lib包含所有
基本的函式。 

 /mnt﹕/mnt是被系統管理者暫時使用來掛載檔案系統。這個目錄/mnt
包含光碟機 cdrom、磁碟機 disk和軟碟機 floppy的掛載點。因此掛載
光碟機裝置/mnt/cdrom，可以讓我們使用在/cdrom上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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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opt目錄是給我們安裝一些其它的軟體套件。 

 /proc﹕/proc目錄包含了行程和系統的資訊。 

 /root﹕/root目錄是用來當做超級使用者 root的家目錄。這個目錄只有
超級使用者 root可以使用，因此受到保護。 

 /sbin﹕/sbin、/usr/sbin、usr/local/sbin包含系統管理者的工具和只有
超級使用者可以使用的指令。超級使用者的指令為 getty、init、
update、swapon和 swapoff。暫停或關閉系統的指令為 halt、reboot
和 shutdown。系統管理工具為 fdisk、fsck、fsck.ext2、fsck.minx、
mkfs、mkfs.ext2、mkfs.minix、mkfs.msdos和 mkfs.vfat。網路指令
為 ifconfig和 route。 

 /temp﹕/temp目錄為放置暫時檔案的目錄。我們也可以將我們的暫時
檔案放置到/temp目錄中。在/temp目錄下的檔案每經過一段時間就會
被系統移除。我們可以使用 sticky bit來設定檔案，只有檔案的擁有者
才能刪除它。 

 /usr﹕/usr目錄包含 X11R6、bin、doc、games、include、lib、local、
man、sbin、share、src和 tmp。 

 

/usr 的子目錄 說  明 

X11R6 為 X 視窗系統的目錄。 

bin 包含大部份的使用者指令、perl 或 python 直譯器。 

doc 
包含各種工具、函式庫、應用程式和直譯器的程式說明文

件。如 gcc、cc、Xfree86、GNOME 說明文件。 

games 包含遊戲軟體。 

include 
包含 C或 C++的標頭檔，如/usr/include/netdb 和

/usr/include/netinet。系統指定的標頭檔/usr/include/sys。 

lib 

包含目地檔、函式檔、和內部二進位檔。一些子目錄包含

該應用程式或工具的函式庫，如 gcc-lib、xemacs、perl5、

netscape。 

local 包含系統使用者在本地端安裝的軟體。 

man 包含 Linux 指令、工具和應用程式的手冊。 

sbin 包含系統使用者和 daemon 專門使用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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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包含可被其它電腦平台使用的唯讀檔案。 

src 包含 Linux 和包裝管理軟體的原始碼。 

tmp 包含符號連結到/tmp。 

  

 

/

var usr tmp sbin root proc opt mnt lost+found lib home etc dev boot bin

/usr目錄下的檔案和目錄

X11R6 bin doc games include lib local man sbin share tmp

bin include lib man share LessTif

X

 
 

 /var﹕/var目錄存放著當系統執行時會更動的變數資料。
/var/spool/mail存放著郵件，當我們讀取過這郵件，這郵件會被放到
使用者家目錄的 mbox檔案中。 

 

 

15-18



 

15-1-3瀏覽檔案結構 
 

我們可以使用一些指令來瀏覽 Linux檔案系統、建立檔案和目錄、設定檔案的屬
性、設定使用者家目錄的路徑、和檔案型態。 

我們可以使用 pwd指令來顯示我們目前所在的地方。這顯示我們目前所在的目錄
是/usr/X11R6/bin。 

 
我們可以使用 pwd指令來顯示目前的工作目錄。 

語法﹕ 
指令﹕pwd 

參數： 
--help﹕pwd指令說明 

我們可以使用 echo $HOME指令來顯示我們的家目錄。因為我們使用超級使用
者，所以顯示超級使用者的家目錄為/root。 

 
我們可以使用 echo指令來在螢幕上顯示字串。 

語法﹕ 
指令﹕echo 參數 字串 

參數： 
-E﹕不直譯跳脫字元 \ 。 

-e﹕加強直譯跳脫字元 

\b﹕刪除前一個字元。 

\c﹕不換行送出。 

\f﹕換行但游標不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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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換行且游標移置行首。 

\\﹕插入\字元。 

\t﹕插入 Tab鍵。 

我們可以使用 cd指令來切換目錄。我們的工作區從/home目錄跳到/usr目錄。 

 
我們使用 cd指令來切換到想要到的目錄中。 

語法： 
指令﹕cd 目錄 

我們可以使用 ls指令來顯示在目錄中的檔案的內容。 

語法﹕ 

指令﹕ls 參數 路徑名稱 

參數： 
-F﹕用來辨示檔案的型態。顯示在目錄後面為/﹔顯示在符號連結後面為@﹔顯示

在執行檔後面為*。 

-a﹕顯示所有檔案的名稱，包含隱藏檔。 

-i﹕顯示節點的數量。 

-l﹕顯示檔案的屬性及內容，包含存取檔案的權限、連結數、擁有者、群組、檔
案大小、和修改時間。 

-c﹕以最後修改的時間來排序檔案。搭配-l參數使用。 

-R﹕遞迴的顯示子目錄。 

我們使用 ls -F用來辨示檔案的型態。bin為目錄/，tmp為符號連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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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oot目錄中，我們使用 ls –a來觀看所有在 root目錄下的檔案。﹒逗點表示現
在的目錄。﹒﹒逗點逗點表是上一層目錄。 

 
 

這是在使用者目錄下的一些重要隱藏檔案。 

檔案名稱 說明 

﹒ 逗點為目前工作的目錄 

﹒﹒ 逗點逗點為上一層目錄 

﹒bash_history 我們先前下達 Bash 指令的歷史記錄。 

﹒bashrc 設定 Bourne Again shell 的檔案。 

﹒cshrc 設定 C shell 的檔案。 

﹒exrc 設定 vi 編輯器的檔案。 

﹒login 當登入作業系統時的 C shell 設定檔。 

﹒profile 
當登入作業系統時的Bourne或Korn shell的設

定檔。 

 

 

我們使用 ls -i顯示檔案節點的數量。 

 
 

我們使用 ls -l顯示檔案的屬性及內容，包含存取檔案的權限、連結數、擁有者、
 

15-21 



 15 檔案系統管理 

群組、檔案大小、和修改時間。 

 
我們可以使用 echo ~來顯示我們使用者自己的家目錄。 

 
 

我們可以使用 mkdir來建立目錄，也可以使用 rmdir來移除目錄。我們可以使用
vi編輯器、pico編輯器或 emacs編輯器來編輯或建立檔案。 

我們使用 mkdir來建立目錄。 

語法﹕ 
指令：mkdir  參數  目錄 

參數﹕ 
-m <目錄存取權限>﹕建立目錄時，同時建立目錄的存取權限。 

-p <指令目錄路徑>﹕同時建立在指定目錄路徑中沒有存在的上一層目錄。 

我們使用 mkdir foo來建立 foo目錄。 

 
我們使用 mkdir –p /home/be/good來建立 good目錄和上一層的 be目錄。 

 
我們使用 mkdir ~/best來在使用者家目錄下建立 best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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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rmdir來刪除目錄。 

語法﹕ 
指令﹕rmdir 參數 目錄 

參數﹕ 
-p﹕同時移除上一層的空目錄。 

我們使用 rmdir foo來移除 foo目錄。 

 
我們使用 rmdir –p /home/be/good同時移除上一層的空目錄 be和目錄 good。 

 
我們使用 rmdir ~/best將使用者家目錄下的 best目錄給移除。 

 
 

我們可以使用 ls -l 指令來觀看檔案的屬性。我們可以看到 dhcpc 為目錄，而
dhcpcd為符號連結檔案。符號連結檔案 dhcpcd->(連結到)dhcpc檔。 

 

 
 

 第七欄位 第五欄位第四欄位第一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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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第一欄位的第一個字元

檔案的類型 

d 代表目錄 

- 代表一般檔案 
l 代表 symbolic link 符號檔案 

b 代表區塊特別檔案 

c 代表字元特別檔案 

s 代表 socket 插槽檔案 

p 代表 FIFO 管線檔案 

第一欄位其它的字元

2~4﹕檔案擁有者對檔案的權限 

5~7﹕群組使用者對檔案的權限 

8~10﹕其他使用者對檔案的權限 

第二欄位 檔案的連結數目 

第三欄位 檔案的所有者 

第四欄位 檔案所有者所在的群組 

第五欄位 檔案大小 

第六欄位 檔案建立或最後修改時間 

第七欄位 檔名 

 

我們可以使用 file /*指令來識別檔案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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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 
指令﹕file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f 檔案﹕指令名稱檔。 

我們在/etc目錄下使用 file init.d來檢查 init.d的檔案類型。這是一個符號連結檔。 

 
 

15-2  檔案安全管理 
 
在 Linux作業系統上，我們有些檔案很重要，只有系統或經過授權的人才能使用，

這樣才能保護我們系統的安全。因為有一些檔案是只有部份指定的人才能存取，以免

不小心被他人刪除或修改，因此檔案的安全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15-2-1 存取權限 
 
當使用者被分配帳號時，Linux 管理系統也會分配該使用者的群組給使用者。一

個使用者可以屬於多個群組。所有的群組和它的成員都在/etc/group的檔案中。Linux
擁有一個特別的使用者，他就是系統的超級使用者 root，而他的使用者 ID 為 0。在
Linux 上有三種和檔案存取權有關的型態﹕讀取 read(r)、寫入 write(w)、執行
execute(x)。讀取 read權允許我們讀取檔案。寫入 write權允許我們寫入檔案。執行
(execute)權允許我們執行檔案。 

Linux 的檔案使用者可以分為檔案的擁有者、群組和一般使用者這三種型態。而
Linux的檔案存取權限可分為讀取( r )、寫入(w)和執行(x)三種。因此 Linux的檔案型
態總共有九種不同的使用者存取權。 

X的值可以為 true(1)或 false(0)。當為 true(1)時表是允許其使用檔案的權力，當
為 false(0)時表示不允許其使用檔案的權力。因為一個使用者的每一個存取檔案型態
都要有一個位元來表示，所以用三個位元來表示該使用者的檔案存取權，因此該使用

者就有八種可能型態的檔案存取權(數字代表從 0到 7)。0代表不可寫、不可讀、不可
執行。7代表可讀、可寫、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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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九個位元可以用來表示這三種使用者存取檔案的三種存取權。而我們可以使用

3 個數值來表示這個檔案的使用者存取權(從 000 到 777)。第一個數值是擁有者的檔
案存取權，第二個數值是群組的檔案存取權，第三個數值是其他使用者的檔案存取

權。不允許存取檔案 false也代表了-(dash)，而允許存取檔案 true則為 r、w或 x。因
此檔案的存取權 0代表了---，而檔案的存取權 7則代表了 rwx。 

 

在 Linux上檔案的存取權。 
 

使用者型態 讀取(r ) 寫入(w) 執行(x) 

使用者(u) X X X 

群組(g) X X X 

其他使用者 X X X 

 

檔案存取的權限。這是二進位的檔案存取權限。x代表 1，w代表 2，r代表 4。 

r w x 代表數字 說明 

0 0 0 0 不可讀、不可寫、不可執行 

0 0 1 1 只可以執行 

0 1 0 2 只可以寫入 

0 1 1 3 可以寫入、可以執行 

1 0 0 4 只可以讀取 

1 0 1 5 可以讀取、可以執行，但不可寫入 

1 1 0 6 可以讀取、可以寫入，但不可執行 

1 1 1 7 可讀、可寫、可執行 

 

我們可以使用 ls -l指令來觀看檔案的屬性。第一欄位的第二到第八個字元是存取
檔案的權限。第一個 dhcpc的目錄檔案權限為 rwxr-xr-x表示檔案擁有者 root可以讀
取檔案、寫入檔案和執行檔案，但 root群組只可以讀取和執行檔案，而其他使用者也
一樣只可以讀取和執行檔案。 

對於 dhcpcd符號連結檔，使用者存取權限為 rwxrwxrwx。這代表 root使用者、
群組和其它使用者都可以讀取、寫入和執行。 

對於 diskcheck.conf一般檔案，使用者存取權限為 rw-rw----。這代表 root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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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讀取與寫入檔案，root群組也可以讀取與寫入檔案，但是其他使用者則沒有任何
存取檔案的權限。 

 

 
 

 

 
第七欄位 第五欄位 第四欄位 第一欄位 

 

15-2-2 改變檔案的存取權限 
 
我們可以使用 chmod指令來改變檔案的存取權限。 

語法： 
指令﹕chmod 參數   權限代表數字  檔案或目錄 

      chmod 參數   權限符號      檔案或目錄 

參數﹕ 
-R﹕遞迴的處理所有的檔案和子目錄。 

-f﹕強制指定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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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符號 
使用者 運算子 權限 

u(檔案擁有者) +增加權限 r 讀取位元 

g(群組) -移除權限 w 寫入位元 

o(其他使用者) =設定權限 x 執行位元 

a(全部使用者)  u 檔案擁有者目前權限 

ugo(全部使用者)  g 群組目前權限 

  o 其他使用者目前權限 

  l 鎖定權限 

  設定使用者會群組 id 模式位元 

  t 固定位元 

 

我們使用 chmod 700 *將 chaiyen目錄下的所有檔案和目錄都改成只有 root可以
讀、寫與執行 rwx------。 

 

 
我們使用 chmod 740 webmin將 webmin設定成只有擁有者 root可以讀取、寫入

或執行，而設定 root群組只能讀取。 

 
 

 
我們使用 chmod 700 ~來設定使用者 root，只有其在家目錄 root為可讀可寫可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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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chmod u=rwx webmin來將可讀、可寫和可執行的權限設定給 webmin
目錄擁有者 root。 

 

 
我們使用 chmod u-wx webmin來將 root檔案擁有者可寫和可執行的權限移除。 

 

 
我們使用 chmod u+x webmin來增加 root檔案擁有者可執行檔案的權限。 

 

 
 

我們可以使用 chgrp指令來改變檔案或目錄的所屬群組。 

語法﹕ 
指令﹕chgrp  檔案的群組   檔案或目錄 

參數﹕ 
-c﹕只有當群組改變時才報告。 

-R﹕遞迴的處理所有的檔案和子目錄。 

-f﹕隱藏所有錯誤訊息。 

我們使用 chgrp –c root webmin將 webmin目錄的檔案群組改成 root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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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使用 chown指令來更改檔案或目錄的擁有者。 

語法﹕ 
指令﹕chown  參數  擁有者  檔案或目錄 

參數﹕ 
-c﹕只有當群組改變時才報告。 

-R﹕遞迴的處理所有的檔案和子目錄。 

-f﹕隱藏所有錯誤訊息。 

我們使用 chown –c webmin來將 webmin目錄的擁有者改成 root。 

 
 

當我們要建立檔案時，也會一起設定檔案的存取權限。我們使用權限遮罩將檔案

的權限給限制住。。在建立檔案時預設的權限遮罩。權限遮照的預設值為 022。 

語法﹕ 
指令﹕umask 權限遮罩 

我們的檔案存取權限為預設的存取權限(777)減去權限遮罩。 

檔案的存取權限=預設的存取權限 - 權限遮罩 

我們使用 umask 指令來觀看目前權限遮罩的設定值。預設為 022。所以它設定
的權限為 777-022=755(rwxrw-rw-)。當我們建立檔案或目錄時，它也會建立其存取權
限為 755(rwxrw-rw-)。 

 
 

我們使用 umask 013來設定權限遮罩為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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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設定權限遮罩為 013，所以設定建立檔案目錄時，他的存取權限為
777-013=764(rwxrw-r--)。我們使用 mkdir best來建立目錄。 

 
這是我們所建立的 best目錄。其權限為 rwxrw-r--。 

 
 

15-2-3 特殊權限 SUID、SGID、Sticky 
 

SUID(Set-User-ID)為設定執行檔擁有該擁有者的存取系統資源權限。 

我們可以使用 chmod u+s指令來設定檔案擁有該擁有者存取系統資源的權限。 

語法﹕ 
指令﹕chmod  4***  檔案或目錄 

      chmod  u+s   檔案或目錄 

我們使用 ls –al來顯示我們 power2的檔案。 

 
我們可以使用 chmod u+s指令來設定 power2檔案擁有 root存取系統資源的權

限。這時會變成 rws—x---。使用者的 x變成小寫的 s了。我們在這裏使用 chmod 4710
指令來設定 power2的 SUID權限。 

 
我們也可以使用 chmod u-s將檔案的 SUID的權限給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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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chmod u+s power2來設定 SUID，因為我們已經將擁有者的執行權力
給刪除 chmod u –x，所以這時檔案的存取權會變成大寫的 S(rwS—x---)。 

 
 

SGID(Set-Group-ID)為設定執行檔擁有該擁有群組的存取系統資源權限。 

我們可以使用 chmod g+s指令來設定檔案擁有該擁有群組存取系統資源的權限。 

語法﹕ 
指令﹕chmod  2***  檔案或目錄 

      chmod  g+s   檔案或目錄 

我們使用 ls –al來顯示我們 power2的檔案。我們可以使用 chmod g+s指令來設
定 power2檔案擁有 root群組的存取系統資源權限。我們在這裏使用 chmod 2751指
令來設定 power2的 SGID權限。 

 
這時會變成 rwxr-s--x。群組的檔案執行權 x變成小寫的 s了。 

 
我們也可以使用 chmod g-s將檔案的 SGID的權限給移除。 

 
我們使用 chmod g+s powre2來設定 SGID，因為我們已經將群組的執行權力給

刪除 chmod g –x，所以這時檔案的群組執行權會變成大寫的 S(rw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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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檔案的存取權限。 

r w xsuid sgid sticky r w x r w x

檔案的特殊權限 擁有者存取權限
群組的
存取權限

其他使用者
的存取權限

 
Sticky固定位元為特殊的檔案權限，它讓檔案只有是它的擁有者或超級使用者才

能去搬動這個檔案或刪除這個檔案。我們可以使用 chmod 1***指令，就可以加入這個
Sticky固定位元。或者我們也可以使用 chmod +t 檔案或目錄來加入這個 Sticky固定
位元。 

語法﹕ 
指令﹕chmod  1*** 檔案或目錄 

      chmod  +t 檔案或目錄 

我們使用 chmod 1775 power2指令來加入 Sticky固定位元。 

 
power2的檔案權限變成 rwxrwxr-t，這表示只有 root超級使用者可以移動 power2

這個檔案，而 power2也將固定在這個目錄中。 

 
我們使用 chmod 750 power2來刪除Sticky固定位元和其他使用者執行檔案的權

限。我們然後使用 chmod +t power2來將固定位元加到 power2中，所以它的權限變
成(rwxr-x—T)這時就變成大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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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檔案處理 
 
我們可以使用 vi編輯器編輯建立檔案，我們也可以使用 touch指令來新建立檔案。 

我們可以使用 touch指令來建立一個新檔。 

語法﹕ 
指令：touch 參數 檔名 

參數﹕ 
-c：若檔案真的不存在，也不要新增此檔 

-f：強迫做 touch的動作 

-m：改變檔案修改的時間 

我們使用 touch bb.c指令來建立 bb.c的檔案。 

 
我們使用 touch h.html將檔案 h.html的時間由 13:40改成現在的時間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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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 觀看檔案的內容 
 

cat 指令可以將多個檔案結合，並將所有內容輸出到標準輸出設備，若不指定任
何檔案名稱，則 cat指令會從鍵盤讀取 Key-in的訊息，然後再輸出到螢幕。 

語法﹕ 
指令﹕cat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b﹕在每一個空白列開頭編上編號。 

-E﹕在每一行最後顯示$。 

-n﹕把每一行都編號。 

-s﹕當空白行數超過一行時，則以一行空白表示。 

-T﹕顯示 tab字元為^I。 

 

我們使用 cat -b在 g.c檔案每一個空白列開頭編上編號。 

 
我們使用 cat –E在 g.c檔案每一行最後顯示$。 

 
我們使用 cat –n在 g.c檔案把每一行前都編號。 

 
我們使用 cat –s在 g.c檔案空白行數超過一行時，則以一行空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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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cat –T在 po.c檔案中顯示 tab字元為^I。 

 
 

我們使用 more指令來一頁一頁的顯示檔案內容。 

語法﹕ 
指令﹕more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d﹕在畫面提示”按下空白鍵來繼續，按下 q來離開”。 

-f﹕計算實際行數。 

-l﹕取消遇到^L會暫停的功能。 

-s﹕合併連續空白的行數為一行。 

-u﹕隱藏文字的底線。 

-<行數>﹕指定每次顯示的行數。 

+/<字串>﹕搜尋指定的字串。 

+<行數>﹕從指定行數開始顯示。 

我們使用 more +50 love.txt來指定從第 50行開始顯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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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一次以一個螢幕的方式來顯示檔案資料。 

語法﹕ 
指令﹕less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N﹕顯示列數編號。 

-o 檔案﹕將 less指令讀入的資料輸出成檔案儲存。 

-p 範本﹕從指定的範本開始執行。 

-c﹕重心繪製整個畫面。 

-m﹕顯示百分比模式。 

-n﹕忽略列數編號。 

-N﹕顯示行數編號。 

我們使用 less –N g.c來顯示檔案 g.c的內容並且顯示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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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使用 head指令輸出檔案內容最前面十行的部份。 

語法﹕ 
指令﹕head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c 顯示數目﹕顯示以位元組來計算。 

-n<顯示列數>﹕我們可以指定要顯示的列數。 

我們使用 head love.txt就可以顯示 love.txt檔案前十行。 

 
我們使用 head –n 2 love.txt來顯示檔案前兩行。 

 
 

我們使用 tail指令來顯示檔案最後十行的內容。 

語法﹕ 
指令﹕tail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c 顯示數目。 

-f﹕當讀取到檔案最末端，不斷的反覆嘗試讀取更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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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行數﹕顯示最末端的行數 

我們使用 tail –n 3 love.txt來顯示最後三行的內容。 

 
 

15-3-2 拷背、移除和移動檔案 
 

我們可以使用 cp來拷背檔案。 

語法： 
指令﹕cp 參數  來源檔案  目地檔案 

參數﹕ 
-b﹕當移除或覆蓋目地檔之前先備份。 

-d﹕當複製符號連結時，把目錄或目錄也建立符號連結，並指向來源檔案或目錄。 

-f﹕強制複製檔案或目錄。 

-i﹕當覆蓋檔案前，先詢問使用者。 

-l﹕對來源檔案建立硬連結(hard link)。 

-p﹕保留來源目錄或檔案的屬性。 

-r﹕遞迴複製檔案。 

-s﹕對來源檔案或目錄建立符號連結。 

-u﹕當來源檔案的更動時間比目地檔案更新時才複製檔案。 

-x﹕不處理其它分割區的檔案。 

我們使用 cp ok.c ok.c.bak來覆製 ok.c.的檔案到 ok.c.bak。在我們拷背後就會增
加 ok.c.bak的檔案到我們目錄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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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目錄

good.c ok.c

拷背前

目前目錄

good.c ok.c

拷背後

ok.c.bak

 
 

我們使用 mv指令來更改檔案名稱，或移動檔案到指定目錄。 

語法 
指令﹕mv 參數 來源檔案  目地檔案 

      mv 參數 檔案串列  目錄   

參數﹕ 
-b﹕當需要覆寫檔案時，則先行備份。 

-f﹕強制覆寫檔案。 

-i﹕覆寫前先詢問使用者。 

-S 字尾﹕指定備份檔附加的字尾。 

-u﹕只有當來源檔比目地檔比目地檔較新才覆寫目地檔。 

我們使用 mv指令將 good.c的檔案移動到 good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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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目錄

good.c

移動前

目前目錄

good.c

ok.c

移動後

good目錄 ok.c good目錄

 
我們使用 rm指令來移除指定的檔案。 

語法 
指令﹕rm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d﹕移除 Unlink指定目錄，並將其硬連結數刪除。 

-f﹕強制刪除目錄或檔案。 

-i﹕在刪除檔案或目錄前，先詢問使用者。 

-r﹕刪除檔案時使用遞迴處理。 

我們使用 rm good/good.c來刪除在 good目錄下的 good.c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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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目錄

刪除前

目前目錄

good.c

ok.c

刪除後

good目錄 ok.c good目錄

 
我們使用 wc來計算檔案大小、檔案的行數或字數。 

語法： 
指令﹕wc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c﹕計算檔案位元組 Byte數目。 

-m﹕計算檔案字元數目。 

-l﹕計算檔案行數。 

-L﹕計算檔案最長行數的長度。 

-w﹕計算檔案文字的數目。 

我們使用 wc –c love.txt來計算檔案位元組 Byte數目。 

 
我們使用 wc –l love.txt來計算檔案 love.txt的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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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目錄為空的時後，我們可以使用 rmdir來移除目錄。 

語法 
指令﹕rmdir 參數 目錄 

參數﹕ 
-p﹕移除指定目錄和指定目錄路徑中組成的目錄。 

-verbose﹕顯示指令執行的過程。 

--help﹕顯示說明。 

 
我們使用 rmdir –help來顯示 rmdir指定的說明。 

 
 

我們使用 mkdir來建立目錄。 

語法﹕ 
指令﹕mkdir 參數 目錄 

參數﹕ 
-m 目錄權限﹕按照目錄權限來設定目錄。 

-p﹕當建立目錄時，若上一層目錄還未建立，則一起建立。 

--help﹕顯示線上說明。 

--verbose顯示指令執行的過程。 

我們使用 mkdir –p good/best來建立 best目錄和其上一層目錄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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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 添加到檔案 
 
我們可以使用 cat 檔案串列  >> 目地檔案，來將檔案串列的檔案加到目地檔案

中。 

語法 
指令﹕cat 檔案串列  >>  目地檔案 

我們可以使用 cat 檔案串列  >> 目地檔案，來將檔案串列的檔案 g.c和 love.txt
加到目地檔案 best.c中。我們使用 more best.c就可以看到添加的結果。 

 
 

15-3-4 組合檔案 
 

cat 指令可以將多個檔案結合，並將所有內容輸出到標準輸出設備，若不指定任
何檔案名稱，則 cat指令會從鍵盤讀取 Key-in的訊息，然後再輸出到螢幕。 

語法﹕ 
指令﹕cat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b﹕在每一個空白列開頭編上編號。 

-E﹕在每一行最後顯示$。 

-n﹕把每一行都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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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當空白行數超過一行時，則以一行空白表示。 

-T﹕顯示 tab字元為^I。 

 
我們使用 cat指令來合併顯示 good.c和 ok.c的檔案。 

 
 

15-3-5 比較檔案、移除重複的行數 
 

我們可以使用 diff 指令來比較指定的檔案間的相異之處，假如我們指定比較目
錄，則只會比較目錄中相同檔名的檔案。 

語法 
指令﹕diff 參數 檔案 1  檔案 2 

參數﹕ 
-a﹕把他們當作文字檔一行一行的比較檔案。 

-b﹕忽略空白字元。 

-B﹕忽略空白行數。 

-c﹕列出所有行數，並標出不同之處。 

-d﹕改變演算法式來找尋更小的改變。 

-f﹕按照原先檔案順序，顯示檔案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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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忽略小地方來加快檔案的比較。 

-i﹕忽略大小寫的不同。 

-l﹕結果交由 pr分頁。 

-q﹕僅顯示其差異性。 

-r﹕以遞迴方式比較目錄及其子目錄。 

-s﹕當二個檔案相同時提出報告。 

我們使用 diff good.c ok.c來比較 good.c 和 ok.c的相異之處。 

 
我們使用 diff –q good.c ok.c來顯示 good.c和 ok.c的差異性。 

 
 

我們使用 uniq指令從輸入檔來檢查檔案中重覆出現的行列。 

語法 
指令﹕uniq 參數  輸入檔  輸出檔 

參數﹕ 
-c﹕每一行的前面顯示其重覆出現的次數。 

-d﹕只有顯示重覆的行數。 

-f 欄位﹕忽略比較重覆的欄位。 

-s 字元位置﹕忽略比較重覆的字元。 

-u﹕顯示只有出現過一次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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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字元數﹕比較不得多於字元數。 

--help﹕顯示說明。 

我們使用 cat來顯示 good.c的檔案內容，然後我們使用 uniq –d good.c來顯示
檔案中重覆出現的行列。 

 
我們使用 uniq –c good.c來在每一行的前面顯示其重覆出現的次數。 

 
 

15-3-6 列印檔案 
 

lpr使用 spooling的方式來列印檔案。Spooling就是將所要列印的檔案暫時放到
磁碟中存放，等要用時再載入到印表機。 

語法 
指令﹕lpr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列印份數﹕設定列印的份數。 

-P 印表機﹕指定要列印的印表機。 

-T 工作標題﹕設定列印文件的工作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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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使用者﹕列印完成後 mail通知使用者。 

-p﹕使用 pr指令將列印檔案格式化。 

我們使用 lpr -#5 good.c來列印 5份 good.c的檔案。 

 
 

我們使用 lpq指令可以顯示列印的作業情況。 

語法﹕ 
指令﹕lpq 參數 

參數﹕ 
-l﹕顯示列印的資訊。 

-P 印表機﹕顯示指定印表機的工作。 

 

我們可以使用 lprm指令來移除在 spooling中等待的列印工作。 

語法 
指令﹕lprm 參數 工作串列 使用者 

參數﹕ 
-a﹕移除所有在列印序列中的檔案。 

-P 印表機﹕指定印表機。 

我們使用 lprm移除最後一個列印的工作。 

 
我們使用 lprm –a all移除所有在列印序列中的檔案。 

 
 

 

15-4 進階檔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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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 壓縮檔案、解壓縮檔案與打包檔案 
 

檔案壓縮工具 
壓縮檔案 解壓縮檔案 副檔名 

compress uncompress .Z 

pack unpack .z 

Tar+gzip Tar+gzip .tgz 

Gzip Gzip –d(或 gunzip) .gz 

Zip Unzip .zip 

Bzip2 Bzip2 –d .bz2 

 

我們使用 gzip指令來壓縮檔案。 

語法 
指令﹕gzip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a﹕Ascii文字模式。轉換每一行的最後，使用本地端的協定。 

-c﹕壓縮後檔案輸出至標準輸出設備，而不更動原始檔案。 

-d﹕解壓縮檔案。 

-f﹕強制執行壓縮。 

-h﹕顯示說明。 

-l﹕顯示壓縮檔欄位訊息。 

-L﹕顯示 gzip版權。 

-n﹕當壓縮檔案時，不儲存原來的檔案名稱及時間。 

-N﹕壓縮檔案時，儲存原來的檔案名稱及時間。 

-q﹕不顯示警告內容。 

-r﹕遞迴式處理目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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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測試壓縮檔。 

-v﹕顯示指令執行過程。 

-壓縮率﹕介於 1到 9，數值越大壓縮率越高。預設值為 6。 

--best﹕最佳壓縮。 

--fast﹕快速壓縮。 

 

這是 start.txt的檔案，它的大小為 2335個位元組。 

 
 

我們使用 gzip來壓縮 start.txt，則它的壓縮檔會變成 start.txt.gz。 

 
這時壓縮檔變成 start.txt.gz，而其檔案大小為 783個位元組，約為原來檔案大小

的三分之一。 

 
 

我們使用 gzip –d start.txt.gz來解壓縮檔，來原來的檔名 start.txt。 

 
 

我們使用 gunzip指令來解壓縮檔案。 

語法 
指令﹕gunzip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a﹕Ascii文字模式。轉換每一行的最後，使用本地端的協定。 

-c﹕壓縮後檔案輸出至標準輸出設備，而不更動原始檔案。 

-d﹕解壓縮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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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強制執行壓縮。 

-h﹕顯示說明。 

-l﹕顯示壓縮檔欄位訊息。 

-L﹕顯示版權。 

-n﹕當壓縮檔案時，不儲存原來的檔案名稱及時間。 

-N﹕壓縮檔案時，儲存原來的檔案名稱及時間。 

-q﹕不顯示警告內容。 

-r﹕遞迴式處理目錄結構。 

-t﹕測試壓縮檔。 

-v﹕顯示指令執行過程。 

 

我們使用 gunzip start.txt.gz來解壓縮 start.txt.gz檔案。 

 
 

我們使用 gunzip –l *.gz來顯示所有壓縮檔的壓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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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 
指令﹕zip 參數  壓縮檔 檔案串列 

參數﹕ 
-a﹕將檔案轉換成 ASCII的格式。 

-b 目錄﹕指定暫存檔案的目錄。 

-c﹕每一個檔案都加上一個註解。 

-d﹕從壓縮檔內刪除指定的檔案。 

-D﹕壓縮檔內不建立目錄名稱。 

-f﹕更新現有的檔案，假如有些檔案原本不存在，可以將它加入壓縮檔中。 

-F﹕試著去修護已損壞的壓縮檔。 

-g﹕將檔案壓縮後附加到現有的壓縮檔後。 

-h﹕使用說明 

-i 檔案﹕壓縮指定的檔案。 

-j﹕移除壓縮檔前不需的資料。 

-k﹕使用符合MS-DOS格式的檔案名稱。 

-m﹕將檔案壓縮並加入壓縮檔後，刪除原始檔案。 

-n 字尾字串﹕不壓縮指定的字尾字串。 

-o﹕將壓縮檔的異動時間設為和該檔案相同。 

-P 密碼﹕將壓縮檔加密。 

-q﹕不顯示指令執行過程。 

-r﹕遞迴處理壓縮過程。 

-T﹕檢查備份檔內的每個檔案是否正確。 

-u﹕將較新的檔案壓縮後，來更換較舊的檔案。 

-x 檔案﹕明確的包含指定的檔案。 

 
 

15-52



 

我們使用 zip來壓縮/hom/chaiyen/第九章底下的所有目錄及檔案，壓縮的名子為
book.zip。 

 
這是我們壓縮的檔案 book.zip。 

 
我們使用 zip ok ok.c將 ok.c的檔案壓縮成 ok.zip。 

 
這是我們壓縮成 ok.zip的情況。 

 
我們可以使用 zip  pic  *.tif把所有*.tif的圖檔壓縮成 pic.zip的壓縮檔。 

 
 

我們可以使用unzip來解壓縮*.zip檔。一般這些*.zip檔都是來自微軟的作業系統。 

語法： 
指令﹕unzip 參數  壓縮檔  檔案串列 

參數﹕ 
-a﹕轉換文字檔。 

-b﹕把所有檔案當作是二進位檔。 

-C﹕區分壓縮檔案名稱的大小寫。 

-c﹕顯示解壓縮的檔案。 

-f﹕更新現有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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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不在重新建立原來壓縮檔案的目錄。 

-l﹕顯示壓縮檔中，所有的檔案。 

-L﹕將壓縮檔中的所有檔案轉成小寫。 

-n﹕不覆寫現存的檔案。 

-o﹕直接覆寫現存的檔案，而不詢問使用者。 

-P 密碼﹕使用解密來直接解密壓縮的檔案。 

-t﹕測試壓縮檔是否正確。 

-u﹕更新和建立新的檔案。 

-v﹕顯示執行時的資訊。 

-Z﹕顯示壓縮檔資訊。 

我們可以使用 unzip ok.zip來解壓縮我們的 zip檔。 

 
我們使用 zip –P 353766 g g.c 將 g.c 檔案壓縮成 g.zip，再加上鎖定的密碼檔

353766。我們使用 unzip來解壓縮 g.zip檔時需輸入密碼 353766。 

 
我們也可以使用 unzip –P 353766 g.zip來解壓縮 g.zip檔。 

 
我們使用 unzip  –Z  g.zip來看 g.zip壓縮檔的詳細資訊。 

 

15-54



 

 

15-55 

 
我們可以使用 zipinfo來顯示壓縮檔的資訊。 

語法 
指令﹕zipinfo 參數  壓縮檔案 

參數﹕ 
-1﹕每一行只列出檔名。 

-2﹕每一行只列出檔名、標頭、結尾和壓縮說明。 

-s﹕列出壓縮檔的資訊，就像是”ls –l”較短的格式。 

-m﹕列出壓縮檔的資訊，就像是”ls –l”一般的格式。 

-l﹕列出壓縮檔的資訊，就像是”ls –l”一般的格式。 

-v﹕顯示壓縮檔較長的資訊。 

我們使用 zipinfo –v g.zip來顯示 g.zip的詳細資訊。 

 
我們使用 bzip2來壓縮檔案。它的副檔名是.bz2。它壓縮檔案是使用 Huffman來

編碼。 

語法： 
指令﹕bzip2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c﹕顯示壓縮或解壓縮的標準輸出。 

-d﹕執行解壓縮。 

-z﹕強制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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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解壓縮時，強制覆寫檔案。 

-t﹕測試壓縮。 

-k﹕保留原被壓縮檔。 

-s﹕壓縮時減少記憶體的使用。 

-L﹕壓縮程式的版權。 

我們使用 bzip2 –v find.c來將 find.c檔案壓縮成 find.c.bz2。 

 
我們使用 bzip2 –d find.c.bz2來解壓縮 find.c.bz2到 find.c檔。 

 
我們使用 bzip2 –k conb.c，就可以壓縮檔案成 conb.c.bz2 壓縮檔，並且保留

conb.c原始檔案。 

 
我們使用 bunzip2來解壓縮*.bz2的檔案。 

語法： 
指令﹕bunzip2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c﹕顯示壓縮或解壓縮的標準輸出。 

-d﹕執行解壓縮。 

-f﹕解壓縮時，強制覆寫檔案。 

-k﹕解壓縮後保留原壓縮檔。 

我們可以使用 bunzip2 –k bb.c.bz2解壓縮檔 bb.c.bz2成 bb.c，我們並且可以保
留原來的壓縮檔 bb.c.b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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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at把解壓縮的檔案輸出到標準輸出設備來顯示。 

語法： 
指令﹕zcat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f﹕強制解壓縮檔案。 

我們使用 zcat 指令將 best.c.gz 和 conb.c.gz 解壓縮，並將它們輸出到
goodman.gz的檔案中。 

 
我們可以使用 cmpress 指令來壓縮檔案。經過壓縮後其附檔名會有.Z。 

語法﹕ 
指令﹕compress 參數 檔案或目錄 

參數﹕ 
我們可以使用 cmpress 指令來壓縮檔案。經過壓縮後其附檔名會有.Z。圖檔使

用 compress可以壓縮成原來的三十分之一。 

 
我們可以使用 comress  –d  003.tif.Z來解壓縮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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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使用 tar指令來新建打包成備份檔或從備份檔取出檔案。 

語法﹕ 
指令：tar [key][options][name] 

參數﹕ 
-c ﹕建立新的備份檔 

--delete﹕ 刪除 tar中的檔案 

-r ﹕將檔案附加在備份檔後面 

-f ﹕指定檔案名稱 

-t ﹕列出檔名 

-u ﹕將把比備份檔中更新的檔案加入到備份檔中 

-x ﹕從備份檔中取出檔案 

-z ﹕用 gzip指令檔案來處理備份檔。 

-b ﹕指定區塊的數目 

-v﹕處理檔案時列出檔名 

-A﹕將備份檔加到已存在的備份檔後。 

-d﹕比較備份檔和檔案系統的不同 

-k﹕保留舊的檔案。 

-i﹕忽略備份檔中 0個區塊。 

-O﹕抽取檔案然後標準輸出。 

-p﹕抽許所有保護的資訊。 

-S﹕有效的處理稀疏檔。 

--group=群組名稱﹕將加入備份檔案中的所屬群組，設成指定群組。 

-w﹕每一步都會詢問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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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tar –zxvf來解開 PHP-NUKE的包裝檔案。 

 
我們使用 tar –cvf來將所有*.png的檔案打包成pic.tar的備份檔。因為把六個*.png

的檔案打包成一個 pic.tar的備份檔，所以我們稱 tar指令為打包。 

 
這是我們可以觀看我們使用 tar打包成備份檔的情況。 

 
 

15-4-2 排列檔案 
 
我們可以使用 sort加上關鍵字來排列檔案。排列按照大小順序可以分為遞增排列

或遞減排列。{1、3、5、7、9}為遞增排列。{9、7、5、3、1}為遞減排列。排列
是以鍵值的大小來作排列。 

語法： 
指令﹕sort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b﹕忽略主要的空白。 

-d﹕考慮只有空白或字母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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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將小寫字元當作是大寫字元。 

-g﹕根據一般的數值來比較。 

-i﹕考慮只可列印的字元。 

-n﹕比較根據字串的數值。 

+欄位 n﹕指定欄位來當作比較排列的關鍵值。 

-r﹕反轉比較的結果。 

-c﹕檢查輸入是否已排列。 

-m﹕合併已排列的檔案。 

-o 檔案﹕將結果寫入檔案，而不是標準輸出。 

-s﹕穩定排列。 

我們使用 cat來觀看我們 student.c的內容。 

 
我們使用 sort來排列我們 student.c檔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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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sort +1來按照第二欄位來排列 student.c的檔案。 

 

 
 

15-4-3 尋找檔案 
 
有時後我們需要找尋是否特定的檔案或指令存在於我們的檔案系統結構。我們可

以使用 find、whereis和 which來搜尋檔案或指令。 

我們可以使用 find指令來搜尋符合運算式的目錄串列。Find指令使用遞迴的方式
來搜尋檔案目錄。 

語法： 
指令﹕find 目錄串列 運算式 

參數﹕ 
-exec 指令﹕尋找符合指令，如果傳回 0則指令存在。 

-inum 節點 inode編號﹕搜尋節點 inode編號的目錄或檔案。 

-links 連結數目﹕搜尋指定連結數目的檔案。 

-name 範本﹕搜尋指定範本的指令或檔案。 

-newer 檔案﹕搜尋比指定檔案更新的指令或檔案。 

-ok 指令﹕和-exec參數一樣，但使用前會先詢問使用者。 

-perm 權限數值﹕搜尋指令權限數值的檔案或指令。 

-print ﹕顯示搜尋的結果。 

-size +區塊﹕搜尋指定區塊大小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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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使用者﹕尋找使用者所擁有的檔案。 

-amin 分鐘﹕搜尋在指定分鐘內被存取的檔案。 

-anewr 檔案﹕搜尋最近被存取的檔案。 

-atime 小時﹕搜尋幾小時內被存取的檔案。 

我們使用 find /home –user chaiyen來找尋 chaiyen使用者在/home目錄下所擁
有的檔案。 

 
找尋/home/chaiyen目錄下權限為 777的檔案或目錄。 

 
我們使用 find /home/chaiyen –atime -2搜尋 2時內在/home/chaiyen目錄中被存

取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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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使用 whereis指令來找尋系統是否有我們指定的指令或檔案，以及它所
在的目錄及地方。我們可以使用 whereis指令來找尋檔案所在的位置，和更新搜尋的
路徑。我們也可以使用 wheris指令來搜尋到我們所要指令的說明。 

語法： 
指令﹕whereis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b﹕只搜尋執行檔。 

-m﹕同時搜尋指令的說明檔。 

-s﹕僅搜尋原始檔。 

-u﹕搜尋不包含指定類型的檔案。 

-f﹕中斷最後的目錄串列，而且通知檔名的開始。 

-B 目錄﹕在指定的目錄下搜尋執行檔。 

-M 目錄﹕在指定的目錄下搜尋說明檔。 

-S 目錄﹕在指定的目錄下搜尋原始碼檔。 

我們使用 whereis ftp來搜尋 ftp伺服器的所在目錄。 

 
我們使用 whereis –b cat來搜尋 cat指令的所在目錄。 

 
我們可以查尋我們所指定的指令和執行檔的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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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which來在環境變數$PATH中找尋符合的檔案。 

語法： 
指令﹕which 檔案 

參數﹕ 
-a﹕列出所有符合的檔案。 

我們使用 which ps來在環境變數$PATH中找尋符合的檔案。 

 
我們使用 grep指令來搜尋在檔案串列中的字串、運算式或範本。 

語法： 
指令﹕grep  參數 範本 檔案串列 

     egrep  參數 字串  檔案串列 

     fgrep   參數  運算式  檔案串列 

參數﹕ 
-c﹕僅列出符合行數的編號。 

-i﹕在搜尋中忽略大小寫。 

-l﹕僅列出合乎檔案的名稱。 

-n﹕列出該行的編號。 

-s﹕不顯示錯務資訊。 

-v﹕列出不符合字串的行數。 

-w﹕顯示符合字串的行數。 

-a﹕把二進位檔當作是文字檔處理。 

-f 範本檔﹕指定範本。 

我們使用 grep Sarwar student.c來搜尋在 student.c檔案中符合 Sarwar字串的
那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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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grep –n Sarwar student.c來搜尋在 student.c檔案中符合 Sarwar字串

的那一行，並列出該行的編號。 

 
我們使用 fgrep Sarwar student.c來搜尋在 student.c檔案中符合 Sarwar字串的

那一行。我們使用 fgrep –n Sarwar student.c來搜尋在 student.c檔案中符合 Sarwar
字串的那一行，並列出該行的編號。 

 
 

我們使用 egrep –n Sarwar student.c來搜尋在 student.c檔案中符合 Sarwar字
串的那一行，並列出該行的編號。我們使用 egrep Sarwar student.c來搜尋在 student.c
檔案中符合 Sarwar字串的那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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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4 剪下和貼上 
 
我們可以在 Linux上使用 cut剪下指令及 paste貼上指令，來處理和儲存檔案。 

我們使用 cut指令從檔案剪下表格的欄位。 

語法 

指令﹕cut 參數  檔案 

參數﹕ 

-b 位元組﹕只有輸出指定位元組。 

-c 字元﹕只有輸出這些字元。 

-d 分界字元﹕指定欄位分界字元。 

-f 欄位﹕只有輸出這些欄位。 

 

我們使用 cut –c 2 student.c來輸出每行第二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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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使用 paste指令，將多個檔合併輸出到一個檔中。 

語法： 
指令﹕paste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d 字元﹕使用指定字元當分隔檔案，而不是 TABs。 

-s﹕不是以平行的方式貼上檔案。 

--help﹕說明 

我們使用 paste student.c love.txt > good.c將 student.c和 love.txt合併到 good.c
的檔案中。 

 
 

15-4-5加密和解密 
uuencode指令傳送加密的 Ascii檔案到標準輸出。 

我們使用 uuencode來加密二進位的原始檔到 ASCII檔。 

語法： 
指令﹕uuencode 檔案  輸出裝置 

參數﹕ 
我們使用 uudecode指令來解密從 ASCII到二進位。 

語法： 
指令﹕uudecode 參數  加密檔案 

參數﹕ 
-p﹕傳送加密版本的二進位檔到標準輸出。 

-o 檔案﹕將解密的檔案轉換成指定檔案。 

這是加密解密的過程，我們將二進位檔加密成 ASCII檔，再將 ASCII檔解密成原
來的二進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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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位檔
uuencode
加密

uuencoded
ASCII檔

uudecode
解密

原來的二進
位檔

 
這是加密前 student.c的檔案。 

 
我們使用 uuencode student.c /dev/stdout >  tt.c將 student.c加密，並且將它輸

出到 tt.c的檔案中。這時 tt.c就是經過加密的檔案，它的編碼方式變了。 

 
我們使用 uudecode –o yy.c tt.c將 tt.c解密到 yy.c的檔中。這時 yy.c的檔案就回

到 student.c的檔案一樣。 

 

15-4-6 指令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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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使用 history指令來讀取最近使用的指令。 

語法： 
指令﹕history 參數  檔案名稱 

參數﹕ 
-a 檔案名稱﹕history檔案中加上記錄。 

-N﹕最近 N次所下的指令。 

-c﹕清除歷史檔案。 

-w 檔案﹕將目前的歷史串列寫到檔案。 

我們使用 history 10來顯示最近 10次所使用的指令。 

 
我們使用 fc –l來顯示歷史的指令並且顯示編號。 

語法： 
指令﹕fc 參數 

參數﹕ 
-l﹕顯示歷史的指令並且顯示編號。 

我們使用 fc –l來顯示歷史的指令並且顯示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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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7 RPM管理套件 
 

RPM指的是 RedHat Package Manager的縮寫，他是由紅帽公司所開發的工具。 

透過 rpm的管理，我們可以將某個新軟體的 source code重新包裝成另一種
source與 binary的檔案型態，如此我們可以由 binary(二進位)的檔案，進行安裝與套
件追蹤管理的工作，而 source的檔案，也很方便的能夠再被重新整理包裝。 

Rpm管理了一份資料庫，裡面包含了所有的程式套件的檔案資料，透過這份資
料庫，我們可以進行程式的確認與查詢工作。 

當我們要安裝、查詢、辨視、更新、移除套件時可以使用 rpm這個指令 

語法﹕ 
指令： rpm –I(ihv,uhv) 套件名稱 

參數﹕ 
-v﹕顯示執行過程。 

-h﹕安裝套件實列出五十個雜湊標記。 

-a﹕查詢所有安裝的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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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檔案﹕查尋擁有檔案的套件。 

-p 套件﹕查詢指定的套件。 

-c﹕列出所有組態檔。 

-d﹕只有列出文件檔案。 

-i﹕顯示套件資訊，包含名稱、版本、和描述。 

-l﹕列出套件的檔案。 

-R﹕列出相依的套件。 

-s﹕顯示套件內檔案的狀態。 

--nodes﹕不顯示相依性質。 

-U 套件﹕升級指定的套件。 

-q﹕使用交談模式。 

-e 套件﹕刪除指定的套件。 

-F 套件﹕更新指定的套件。 

-i 套件﹕安裝指定的套件。 

 

裝上 apache-1.3.20 

 
裝上並更新 apache-1.3.20 

 
移除，當我們要移除套件時可以使用這個指令 

指令： rpm –e 套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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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當我們不小心刪除了檔案，但卻不知道是哪些檔案，我們可以使用驗證來

了解已經遺失或損壞的檔案。 

指令：rpm –va 

查詢：假如我們碰到一個認不出來的檔案，而我們卻想知道他是屬於哪一個套

件，可以使用查尋指令。 

指令：Rpm –qa | grep 檔案名 

 

查詢我們已經裝了哪一些檔案 

 

15-5 檔案分享與管線和重新指向 
 
15-5-1 硬連結 
 
硬連結(hard link)就是指向檔案的節點。當在 Linux建立檔案時，系統會分配唯一

的檔案節點，而且會在建立檔案的目錄上建立進入點。檔案的節點 inode通常是指向
節點的內容，它是包含著檔案的屬性(連結數、擁有者、檔案更新時間、檔案在磁碟的
位置、檔案的大小、檔案的使用者權限……)。假如我們在目前的工作目錄上建立
chapter3的檔案，而且系統分配編號 1506的節點給它。因此這個檔案的目錄進入點
就是(節點 1506 ,chapter3)。我們預設目前的工作目錄已有 chapter1、chapter2的檔
案，這個灰色的檔案就是我們新建立的。目前目錄的工作內容就是由節點編號和檔案

名稱所組成，而節點編號通常指向系統的節點表(system inode table)。系統的節點表
通常是在記憶體中，這節點表指出在磁碟機上的檔案內容、與檔案的屬性。 

在 Linux作業系統，我們可以使用 ln指令來建立檔案的連結。這個連結給我們一
個目錄的進入點，來指向這個節點編號，也就是指向這個檔案的節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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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擁有者

時間戳記

大小

區段計數
直接區段
單層間接
雙層間接
三層間接

系統的節點表
inode table

chapter3檔案
的inode節點

磁碟機

chapter3
的檔案區
塊

chapter1 chapter2 chapter3

目前的工作目錄結構 目前工作目錄的內容

節點編號　　檔案名稱
1182       　        .
1192     　         ..
1203       chapter1
1305   　chapter2
1506 　 chapter3

1506   chapter3

目錄的chapter3檔案

節點,檔案內容和目錄的進入點的關係

節點1506

 
 

我們使用 ln指令來建立硬連結(hard link)從來源檔案到目地檔。 

語法： 
指令﹕ln 參數 已存在的檔案或目錄 新的檔案或目錄 

參數﹕ 
-f ﹕強迫建立連結 

-s ﹕建立符號連結 symbolic link(又稱為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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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移除檔案前先備份 

-f﹕移除已存在的檔案或目錄。 

-n﹕當新的檔案或目錄已存在時，則不建立連結。 

-i﹕詢問是否覆蓋檔案。 

-s﹕設定符號連結 symbolic link而不是硬連結。 

-v﹕在連結前列印每一個的檔案名稱。 

Chapter5為我們的硬連結(hard link)檔案。我們使用 ln chapter3 chapter5，來將
新建立的檔案 chapter5連結到 chapter3。Chapter5擁有和 chapter3相同的節點編
號，因為它們都是指向同一個 chapter3的檔案內容，因此它們的檔案大小都相同為
244個位元組，而且它們 chapter3和 chapter5的節點編號都為 555975。Ls –il指令
顯示了在我們目前工作目錄檔案的屬性(包含它們的節點編號)。在下圖中它也顯示了
chapter3和 chapter5的連結數為 2，因為 chapter3和 chapter5連結到這檔案。 

 
我們現在將 chapter3給移除，則 chapter5的連結數會變成 1。 

 

 
 

 

 

 

 

15-74



 

 

15-75 

mode

擁有者

時間戳記

大小

區段計數

直接區段

單層間接

雙層間接

三層間接

系統的節點表
inode table inode1506節點的內

容為chapter3的檔案
和chapter5的檔案

磁碟機

chapter3/
chapter5的檔
案區塊

chapter1 chapter2 chapter3

目錄的結構 目錄的內容

節點編號　　檔案名稱
1182       　        .
1192     　         ..
1203       chapter1
1305   　chapter2
1506 　 chapter3
1506      chapter5

1506   chapter3

目錄的chapter3檔案

1506   chapter5

目錄的chapter5檔案

chapter5

檔案的硬連結hard link
 

 

我們可以觀看我們/home/chaiyen的目錄下 student.c檔案的屬性，它的節點編號
為 130823，而它的檔案連結數為 1，檔案的大小為 302，而檔案建立的時間為 9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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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ln /home/chaiyen/student.c student.c.hard 來建立硬連結，將
student.c.hard 的檔案連結到 /home/chaiyen/student.c 的檔案上。這時我們觀看
student.c的屬性會和 student.c.hard的屬性相同，它們有相同的節點編號、相同的連
結數…。 

 

磁碟機

student.c的檔
案區塊

目前now的工作目錄的內容

節點編號　　檔案名稱
1182       　        .
1192     　         ..
1203       chapter1
1305   　chapter2
1506 　 chapter3

130823       student.c.hard

/home/chaiyen的目錄的內容

節點編號　　檔案名稱
2356       　        .
3350     　         ..
5168            best.c
6858       　good

 130823         student.c

student.c和student.c.hard共同分享檔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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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more就可以看到這兩個檔案的內容都相同，因為它們的檔案節點都是
指到這個內容。 

 
當我們使用 rm student.c將 student.c的檔案刪除，這時/home/chaiyen/student.c

的節點表也就被刪除。但觀看 student.c.hard硬連結，還可以看到檔案的內容。因為
student.c.hard的節點表還是可以連結到 student.c在磁碟機上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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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碟機

student.c的檔
案區塊

目前now的工作目錄的內容

節點編號　　檔案名稱
1182       　        .
1192     　         ..
1203       chapter1
1305   　chapter2
1506 　 chapter3

130823       student.c.hard

/home/chaiyen的目錄的內容

節點編號　　檔案名稱
2356       　        .
3350     　         ..
5168            best.c
6858       　good

 130823         student.c

在/home/chaiyen目錄下的student.c檔案已被刪除,其結點也就
沒有指向student.c,但是student.c.hard的節點表依舊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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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 符號連結 
 

我們使用 ln -s指令來建立符號連結(sybolic link)從已存在的檔案或目錄到新的檔
或目錄。 

語法： 
指令﹕ln -s 已存在的檔案或目錄 新的檔案或目錄 

參數﹕ 
-f ﹕強迫建立連結 

-s ﹕建立符號連結 symbolic link(又稱為軟連結) 

-b﹕在移除檔案前先備份 

-f﹕移除已存在的檔案或目錄。 

-n﹕當新的檔案或目錄已存在時，則不建立連結。 

-i﹕詢問是否覆蓋檔案。 

-s﹕設定符號連結 symbolic link而不是硬連結。 

-v﹕在連結前列印每一個的檔案名稱。 

 

這是符號連結 symbolic link(又稱軟連結)的示意圖，我們使用 ln –s chapter3 
chapter6指令，來將 chapter6符號連結 chapter3。這時它們個自有不同的檔案名稱
和節點編號。chapter3的節點指向到 chapter3的檔案區塊。而 chapter6的節點是指
向 chapter6 的檔案區塊。這個 chapter6 的檔案區塊裝的是 chapter3 區塊的檔案位
置。因此 chapter3和符號連結 chapter6共同分享 chapter3的檔案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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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擁有者

時間戳記

大小

區段計數

直接區段

單層間接

雙層間接

三層間接

系統的節點表
inode table

inode1506節點的內
容為chapter3

磁碟機

chapter3的檔
案區塊

chapter1 chapter2 chapter3

目錄的結構 目錄的內容

節點編號　　檔案名稱
1182       　        .
1192     　         ..
1203       chapter1
1305   　chapter2
1506 　 chapter3
1805      chapter6

1506   chapter3

目錄的chapter3檔案

1805   chapter6

目錄的chapter6檔案

chapter6

mode

擁有者

時間戳記

大小

區段計數

直接區段

單層間接

雙層間接

三層間接

inode1805節點的內
容為chapter6

軟連結soft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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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使用 ln指令加上-s參數來建立符號連結(軟連結)。 

 
chapter5.soft就是我們的符號連結，它會出現 chapter5.soft-＞chapter5的檔案，

這表示 chapter5.soft是指向 chapter5節點屬性的檔案。符號連結 symbolic link檔案
所存放的內容是指向 chapter5檔案的內容節點，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chpter5.soft的檔
案大小只有 8個 bytes。符號連結 Chapter5.soft的節點編號和 chapter5不同，而且
chapter5.soft的檔案內容是放置 chapter5的節點內容。符號連結 chapter5.soft的節
點編號是 555976和 chapter5的節點編號 555975不同。 

 
我們也可以跨過不同檔案系統來建立符號連結。我們先將 chapter5 拷背到/usr

目錄下，我們再用 ln –s /usr/chapter5 usr.soft來符號連結。我們可以看到 chapter5
的節點編號是 3807，而 usr.soft的節點編號是 555977，這兩個檔案的節點編號不一
樣。 

 

 
我們可以使用 more來觀看 usr.soft和 chapter5的檔案內容都一樣，因為它們在

磁碟機的檔案內容都是同一個。而 usr.soft符號連結檔案的內容就是 chapter5檔案的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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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將檔案 /usr/chapter5 給刪除，則符號連結檔 usr.soft 將無法指向
/usr/chapter5的檔案，因為 chapter5的節點表及檔案位址已經被刪除，usr.soft符號
連結檔就無法連結到 chapter5的檔案位置了。這種情況稱為”不連結”dangling link。 

 

 

mode

擁有者

時間戳記

大小

區段計數

直接區段

單層間接

雙層間接

三層間接

系統的節點表
inode table

inode3807節點的內
容為chapter5

磁碟機

chapter5的檔
案區塊

chapter1 chapter2 usr.soft

目錄的結構 目錄的內容

節點編號　　檔案名稱
1182       　        .
1192     　         ..
1203       chapter1
1305   　chapter2
1506 　 chapter3
555977      usr.soft

3807   chapter5

目錄的chapter3檔案

555977   usr.soft

目錄的usr.soft檔案

chapter5

mode

擁有者

時間戳記

大小

區段計數

直接區段

單層間接

雙層間接

三層間接

inode555977節點的
內容為usr.soft

軟連結soft link

/usr的目錄

/usr的目錄內容

節點編號  檔案名稱
3807             chapte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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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 符號連結的搜尋 
我們可以使用 symlinks指令來搜尋指定目錄串列中的符號連結目錄，而且顯示有

關它們的資訊。 

語法： 
指令﹕symlinks 參數  目錄串列 

參數﹕ 
-c﹕轉換絕對路徑到相對路徑 

-d﹕刪除”不連結”(dangling link)的符號連結。 

-r﹕在目錄串列中遞迴搜尋目錄。 

-s﹕偵測 lengthy 符號連結。Lengthy符號連結是在路徑上使用”../”來指向目標檔
案。 

-v﹕搜尋相對路徑的符號連結。 

-t﹕測試-c參數是否在 symlinks可用。 

我捫使用 symlinks –r /home/chaiyen來觀察/home/chaiyen目錄下的符號連結情
況。這 dangling表示/usr/chapter5這個檔案已經遺失了，因此產生 dangling不連結
的情況。 

 
我們使用 symlinks –r /home來遞迴的搜尋符號連結。Absolute是絕對路徑的符

號連結，它的目地檔案開始是從根目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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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symlinks –v 來顯示所有相對路徑 relative 的符號連結。相對路徑
relatvie的符號連結是相對於我們所指向檔案的相對路徑而言。 

 
other_fs的符號連結是指我們符號連結的檔案系統和我們 other_fs符號連結檔案

系統不同。 

 
在 messy符號連結，它包含了不需要的逗點或 / (slash)，在路徑上。 

 

 
 

15-6 管線和轉向 
 
輸入、輸出與處理是典型的檔案操作。在 Linux上指令的輸入、輸出和錯誤訊息

可以轉向到標準的檔案。這可以讓我們將好幾個複雜的指令合起來使用。在 Linux上
有三個檔是自動被核心打開來給每個指令當作輸出、輸入和錯誤資訊使用。這些檔案

像是標準輸入檔 stdin、標準輸出檔 stdout、和標準錯誤檔 stderr。這些檔與在預設的
指令執行終端有關。而鍵盤的輸入為標準輸入 stdin、螢幕的顯示為標準輸出。在標準
的檔案中，指令的輸入一般都是使用鍵盤，而輸出大部份都在螢幕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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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行程的檔案描述表

0

1

2

3

標準輸入stdin

標準輸出stdout

標準錯誤stderr

鍵盤輸入 指令

螢幕輸出

螢幕輸出

stdin

stdout

stderr

 

15-6-1 輸入轉向 
 

我們可以使用指令  <   輸入檔，從輸入檔輸入資料到指令。小於<的符號為輸
入的符號。 

語法： 
指令﹕指令  <   輸入檔 

我們可以使用mysql nuke < nuke.sql來將 nuke.sql的資料輸入到mysql的 nuke
資料庫中。<為輸入的符號。 

 

nuke.sql檔
案的輸入

指令

stdin

<
 



 15 檔案系統管理 

15-6-2 輸出轉向 
 
我們可以使用指令  >   輸出檔，將指令產生的資料輸出到輸出檔。大於>的符

號為輸出的符號。 

語法： 
指令﹕指令  >   輸出檔案 

參數﹕ 
我們將 cat yy.c的資料輸出到 output.c。我們使用>大於的符號來表示輸出。 

 
這是我們將資料輸出到 output.c的示意圖。我們的指令經過鍵盤輸入，經過執行，

在將資料標準輸出到輸出檔 output.c。 

 

每個行程的檔案描述表

0

1

2

3

標準輸入stdin

標準輸出stdout

標準錯誤stderr

鍵盤輸入 指令
輸出檔
output.c

stdin
std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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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3 組合輸出和輸入轉向 
 
我們可以使用指令  <   輸入檔，從輸入檔輸入資料到指令。小於<的符號為輸

入的符號。我們可以使用指令  >   輸出檔，將指令產生的資料輸出到輸出檔。大於
>的符號為輸出的符號。我們可以使用<小於的符號為輸入的符號，我們使用>輸出的
符號將資料輸出。 

語法： 
指令﹕指令 < 輸入檔 > 輸出檔 

      指令 > 輸出檔 < 輸入檔 

我們使用 cat  <  yy.c  >  stdout.c將 yy.c的檔案資料輸入到 cat指令，cat指
令再將資料傳送到 stdout.c的檔案中。 

 
我們使用 cat  <  yy.c  >  stdout.c將 yy.c的檔案資料輸入到 cat指令，cat指

令再將資料輸送到 stdout.c的檔案中。 

輸入檔yy.c cat指令
輸出檔
stdout.c

stdin
stdout

>>

 
當錯誤的資訊由我們的指令產生時，我們可以將它輸入到錯誤儲存檔中。 

語法： 
指令﹕指令 2> 錯誤儲存檔 

當我們的目錄沒有 bibo檔案，而我們又用 ls指令來尋找 bibo檔案，這時錯誤的

 

15-87 



 15 檔案系統管理 

資訊由我們的指令 ls 產生，我們可以將它輸入到錯誤儲存檔 error.log 中。而我們使
用 ls  –l  bibo  2 >  error.log將錯誤資訊輸入到 error.log的檔案中。 

 

鍵盤輸入 ls -l指令
錯誤輸出
檔error.log

stdin
stderr

2>

 
我們使用>>增添符號，將輸出的資料添加到指定檔的後面。 

 

 
 

15-6-4 管線 PIPES 
 
我們可以使用指令 1|指令 2|指令 3|…..|指令N來將指令 1的標準輸出連結到指令

2的標準輸入，指令 2的標準輸出連結到指令 3的標準輸入，指令 3的標準輸出連結
到,,,,,,,,,，指令 n-1 的標準輸出連結到指令 n 的標準輸入。我們經常使用到管線，來
將指令 1的標準輸出處理，和指令 2的標準輸入處理，這個管線處理過程稱為過濾。
我們的指令有 cat、compress、crypt、grep、gzip、lp、pr、sort.tr 和 uniq 與 wc 常
運用到管線。 

 

15-88



 

語法： 
指令﹕指令 1|指令 2|指令 3|…..|指令 N 

指令1 指令2 指令n
管線
pipe

管線
pipe

指令1的標準
輸出

指令2的標準
輸入

指令2的標準
輸出

指令n的標準
輸入

管線
pipe

 
這是我們將 ls –l輸出到 log檔案，再從 log檔案輸入到more指令來顯示。 

 
我們使用管線 ls –l  | more來顯示內容。當資料過多時，我們可以將資料存在管

線中，再慢慢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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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令ls -l 指令more
管線
pipe

指令ls  -l的標
準輸出

指令more的標
準輸入  

 

15-6-5 管線組合和轉向 
 
我們可以使用 tee指令來同時使用轉向運算子和管線。我們可以用 tee指令來讀

取輸入檔，在將它送到標準輸出和指定的檔案串列中。 

語法： 
指令﹕tee  參數  檔案串列 

參數﹕ 
-a﹕將資料添加到檔案串列後面，而不去覆寫檔案。 

-i﹕忽略中斷信號。 

--help﹕顯示說明。 

 

這是使用 tee指令來作轉向和管線，我們按下<Ctrl+D>就可以跳出 tee指令。我
們可以使用鍵盤輸入資料，並同時將資料顯示，而且輸入到 foo的檔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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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使用指令 >& 檔案，轉向指令的輸出或轉向指令的錯誤到檔案中。 

語法： 
指令﹕指令  >&  檔案 

當在我們目錄上沒有 good檔案，我們使用 ls –l good >& log，這會將標準錯誤
輸出到 log中。 

 
我們使用 ls  –l  >&  log，這會將標準輸出輸出到 log中。 

 
 

15-7 檢查並修護檔案系統 
 

我們可以使用 fsck指令來檢查並修正檔案系統的錯誤 

語法﹕ 
指令：fsck 參數 <檔案系統類型> [檔案系統] 

參數﹕ 
-a：自動修護檔案系統。 

-A﹕檢查在/etc/fstab內的所有檔案系統。 

-N﹕不執行修護檔案系統但列出執行修護的動作。 

-P﹕搭配-A參數同步執行檢查所有檔案系統。 

-r﹕以交談式的方式修護檔案系統。 

-R﹕搭配-A參數檢查檔案系統時略過根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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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依序執行檔案系統。 

-t<檔案串列>﹕指定要檢查的檔案系統類型。 

們使用 fsck –As以循序的方式自動檢查及修護在/etc/fstab所列的檔案系統。
這是我們

-T﹕在開始時不顯示標題。 

-V﹕指令執行過程。 

 

我

最常使用修護檔案系統的方式，而且最有效。 

 
 

們使用 df來查詢檔案系統，再使用 fsck –a /dev/hda1來檢查整個檔案系統。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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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fsck –Ap以同步方式自動檢查及修護在/etc/fstab所列的檔案系統。 

 
 

我們使用 fsck –V /dev/hda1來作檢查及修護檔案執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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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在 Linux上新增硬碟 
 
我們可以使用 dmesg指令來搜詢 grep和磁碟 hd相關的裝置資訊。had為我們

第一顆 QUANTUM磁碟。Hdb為我們光碟機，RW-241040為我們的 CD/DVD-ROM
光碟機。hdc 為我們第二顆硬碟，其為 Maxtor。dmesg 為顯示或控制核心資訊的指
令。 

 
我們使用 fdisk 指令來分割我們第二顆磁碟。/sbin/fdisk /dev/hdc 為分割我們

/dev/hdc的裝置。我們使用 m來觀看選項。 

# /sbin/fdisk /dev/h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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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刪除磁碟的舊資料，我們使用 d的指令。 

 
這是列印出我們的磁碟資訊，這裏顯示有 30GB的硬碟。 

 
我們使用 n的指令來新增加分割，我們選取為主要分割 p，並且要分割 3000M。

我們使用+3000M來表示要分割的大小。 

 
這時後我們使用 p來顯示磁碟資訊，/dev/hdc1裝置，其有 3000M，而其系統為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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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資料寫到磁碟，並且離開，我們使用 w指令。 

 
 

我們現在使用 mke2fs –j來在/dev/hdc1的裝置上建立 ext3的檔案系統。 

 
這時我們使用 df 來觀看目前的檔案系統，因為我們新增的檔案系統還未掛載

mount上去，所以我們將掛載/dev/hdc1的裝置。 

 
我們要將我們的/dev/hdc1 磁碟裝置掛載到特定目錄上，所以我們新增要掛載的

目錄 new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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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dir /newdisk 

我們使用 mount 指令來將/dev/hdc1 裝置上的 ext3 檔案系統掛載到/newdisk 目
錄上。 

 

# mount -t ext3 /dev/hdc1  /newdisk 

 
 

我們也可以編輯/etc/fstab讓它在開機時自動掛載我們/dev/hdc1的裝置。我們在
/etc/fstab最後一行新增/dev/hdc1  /newdisk  ext3   defaults   1  1，來開機自動
掛載/dev/hdc1的裝置。 

# vi /etc/fs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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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使用Webmin管理檔案系統 
 
我們選取系統→磁碟與網路檔案系統。 

 
 

這就是我們的磁碟與檔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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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