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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系统地介绍和评析了从1902年6月17日到2002年6月17日这家报纸津、沪、汉、港、渝
、桂等六个版整整一百年的历史，是对这家报纸历史的一个全面的个案研究。希望她的
出版，能对中国新闻事业史，香港、天津、重庆、桂林、汉口、上海等地区的新闻史，
以及海内外华文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做一点贡献，起一点添砖加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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