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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现代传播学视角探讨古代王朝政治活动中的信息传播的思想与观念。
其中，在古代王朝政治控制过程中，监察、谏议与教化活动中传播的思想与观念是探讨的重点。
研究的框架来自传播学创始人之一拉斯韦尔提出的社会信息传播的“三大功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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