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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都西安》这套大型丛书，是想让人们对西安有更深刻的了解。
能够触摸到西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感受到它的灵魂，让西安走向世界，再架起一座中西文化交
流的桥梁。
丛书按照从古至今、全面系统的原则分篇编排。
每篇或按时序，或分类论述，但总的体例大致划一，以求系统、准确、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西安。
丛书在保证学术水准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使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
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古都西安就像一部活的史书，一幕幕、一页页记录下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
古都西安见证了“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鼎盛辉煌，然而，往日这个帝王们希
冀长治久安、长久平安的长安城也几度衰落，数遭兵燹，令人扼腕地一度衰落了。
    本书为“古都西安”大型丛书之一，论述了西安教育史的有关知识，立体全景地展现西安历史，使
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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