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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兄弟会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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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艺复兴时期的兄弟会组织是威尼斯城市共和国重要的基层社会组织之一%它

们兴起于席卷意大利地区的自我鞭笞运动$并逐步发展成为威尼斯主要的社会自治组织%

虔诚善行&忠诚爱国是兄弟会组织运行的基本原则$而效仿威尼斯'混合式(贵族政治体制

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导致兄弟会的管理体制日趋复杂化和专门化$另一方面也使城市市民

精英阶层的政治欲望得以充分释放%

关键词!威尼斯)兄弟会)组织运作

兄弟会*

4=.CG(<,G.)<

F

+是由平信徒基于同一信仰&同一原则自发组织形成的民间宗教

自治组织%它们与行会一样$是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西欧社会的重要基层社会组织%作

为独立于天主教教会之外的宗教团体$兄弟会在平信徒成员参与日常宗教活动和为成员

提供生老病死等多种社会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具体到盛兴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

斯的兄弟会$它们在转型时期威尼斯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威尼斯民众

日常生活的重要组织者%它们的社会地位&职能以及在社会宗教和文化生活所起的作用

等也成为近年来研究者的兴趣所在#

%但这些研究或偏重于某一特定的兄弟会类型$或

执著于分析这一时期兄弟会某些特定的社会职能$缺乏对威尼斯兄弟会这一基层社会组

织从中世纪晚期向近代早期发展过程中$组织运作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特别是威尼斯共

和国在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和社会发展转变背景下的整体把握%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从威尼斯兄弟会的章程和组织构成入手$考察这一时期威尼斯兄弟会兴起与发展的

背景及其组织运作特点$以期加深学界对文艺复兴时期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地区基

层社会组织的认识%

一&威尼斯兄弟会的兴起

兄弟会组织起源的由来争论较多$不同的起源说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兄弟会性质多

样化的特点%异教起源说认为$兄弟会是前基督教时期以宴会狂欢为目的的集会组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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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威尼斯兄弟会社会职能研究的代表性专著及论文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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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威尼斯兄弟会的宗

教及文化生活研究$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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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兄弟会初探

上基督教的一些宗教仪式$特别是葬礼仪式所组成的)修道院起源说认为$兄弟会是一群平信徒祈祷者

从修道院中独立出来组成的)拜占庭起源说则将兄弟会的慈善救助行为源于拜占庭对旅行朝圣者和老

弱病残提供救济和福利这一概念的影响"

%具体到威尼斯的兄弟会*

O41=*(

+$它并非起源于教育机构或

组织#

$而是类似于行会组织$由一群具有共同职业和共同虔诚信仰的人所组成$这种用法最早可以追

溯至晚期罗马$

%总之$中世纪兄弟会是广大平信徒在天主教会和修道院体系之外$聚集在一起释放宗

教虔诚之心和从事慈善活动的重要途径%

关于西欧兄弟会的起源时间$目前史学界并无明确的定论%有观点认为兄弟会作为一个虔诚的平

信徒组织这一思想可以追溯至古典时期%但传统上认为$兄弟会作为一个明确的组织实体出现$是在中

世纪的加洛林王朝时期$并在
6$

世纪的西欧盛行一时$意大利和英格兰地区成为兄弟会发展最为充分

的地区%

%威尼斯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兄弟会成立于
666"

年$组织活动的中心位于圣乔治/马齐奥雷

区的本笃教堂$该兄弟会的成立是为了纪念圣斯蒂芬的遗骸转运到威尼斯'

%之后直到
6$

世纪初$才

陆续出现其他的兄弟会组织$这些兄弟会所供奉的圣人主要是圣母玛利亚和此时的城市守护圣者$圣西

奥托雷*

O<2E+,=3=G,

+

(

%

中世纪晚期兄弟会在西欧社会的迅速发展并非偶然%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
6$

世纪是意大利地区

宗教最为狂热的世纪$而宗教狂热总是与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动荡和宗教危机相伴随$成为兄弟会迅速兴

起并向各地传播的重要原因)

%意大利地区两种主要类型的兄弟会!'赞颂(兄弟会*

F(74%$*

+

*和'鞭

笞(兄弟会*

L())7)*

$

8*$3*

=

.*#()*

+均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

这一时期$城市内部政治争斗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和黑死病的爆发给意大利地区的天主教徒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恐慌感$一股对末世审判预言即将实现$世界即将因一场大灾难而终结的悲观情绪在这一时

期迅速蔓延%广大普通的平信徒一方面希望通过共同参与宗教仪式来实行自我救赎$另一方面更是为

了释放这种悲观的紧张情绪$选择通过公开的自我鞭笞游行活动展示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以及通过承受

鞭笞肉体所带来的痛苦展示灵魂救赎的虔诚之心%

6!:"

年春$鞭笞游行运动首先在意大利的佩鲁贾地

区出现$随后迅速向整个意大利地区蔓延%

6!:"

年
6!

月$威尼斯最早的'鞭笞(兄弟会444圣母玛利亚

博爱兄弟会*

O41=*(3)O(.<(J(G)(3,**(D(G)<e

+成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圣马可兄弟会*

O41=*(3)

O(.J(G4=

+和圣乔瓦尼福音兄弟会*

O41=*(3)O(.[)=M(..)&M(.

/

,*)><(

+相继成立%这场鞭笞运动的余

韵在威尼斯一直持续到
68

世纪$在这一时期$圣母玛利亚圣器兄弟会*

O41=*(3)O(.<(J(G)(3,**(J)

;

>,G)4=G3)(

$

6$"9

年+和圣洛可兄弟会*

O41=*(3)O(.N=44=

$

6#9"

年+相继成立$成为威尼斯最重要的五

个大兄弟会*

6:

世纪初增至六个+

+

%在这之后实际的鞭笞行为渐渐销声匿迹$但鞭笞游行作为一种公

开的宗教仪式$一直在威尼斯重要的宗教节庆活动中上演,-.

%

文艺复兴时期$除了上述六大兄弟会之外$威尼斯还成立了相当一批小兄弟会%这些小兄弟会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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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1=*(

在现代意大利语中的含义是学校$学说流派等%但在近代早期威尼斯社会史研究的语境下$

O41=*(

一般指代兄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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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在其城市发展的早期接受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管辖$因圣西奥托雷为拜占庭帝国的守护圣者$因此威尼斯在宗教上也接受

圣西奥多为其守护圣者%后随着威尼斯的国家实力和地位的不断提升$它开始尝试摆脱拜占庭帝国名义上的控制与影响$弱化

和降低圣西奥托雷的地位$提高和强化圣马可作为城市首席守护圣人的地位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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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兄弟会主要流行于意大利中北部地区*如佛罗伦萨+$其兴起源于对千禧年*

J)**,..)1'

+狂热的庆祝活动$这股热潮一直持

续至
6:

世纪%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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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人会议(通过决议给予圣忒奥多洛兄弟会*

O41=*(3)O(.E,=3=G=

$成立于
6!89

年+'大兄弟会(地位%此后威尼斯共有

六'大兄弟会(%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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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于行会*

,&)%

+组织$由行会中的平信徒成员组成相应的兄弟会$在所选择的守护圣者的宗教护佑

下$进行日常的宗教仪式活动$并对本兄弟会成员中的老弱病贫逝者提供救助和宗教服务"

%但由于小

兄弟会始终处在分裂&合并&消亡&转换崇拜圣者的动态发展之中$因此它的数量无法进行精确的计量%

从
6$

世纪兄弟会兴起开始直至
69

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威尼斯大约存在过
#8"

个小兄弟会$其中

约有
6""5!""

个小兄弟会活跃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社会#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数量众多&成员覆盖广泛的大小兄弟会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日常宗

教和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虽然它们的规模大小不一$但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为那些逐

步摆脱中世纪封建依附关系$进入城市的新兴市民阶层提供了一个能够替代他们原来所依附的亲缘&地

缘和宗教归属感*一般是出生和生活的教区+的共同体组织%这种共同体组织即是当时兴起于西欧城市

的行会和兄弟会组织$它们通过共同的职业或共同的宗教信仰崇拜将这群城市的新兴群体联系在一起$

组成新的社会关系纽带$缓解了他们由于离乡背井而造成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也使其自身成为城市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基层社会力量$

%那么$威尼斯的兄弟会

在这一时期又是如何来进行自我管理$贯彻和实现其宗教和社会职能呢3 下面将从兄弟会的组织原则

和管理体制入手来尝试回答%

二&威尼斯兄弟会的组织原则

威尼斯的兄弟会$无论大小规模$都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章程来规范和监督整个兄弟会的管理和日常

宗教慈善活动的运作%在虔诚善行&忠诚爱国原则的指导下$威尼斯兄弟会在广大平信徒的日常社会和

宗教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威尼斯的兄弟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即是起草一份兄弟会章程*

@(&*%

/

".(

+$这份章程也被称为'母

亲法则(

%

%该章程效仿行会宪章和修道院章程的体例$用高级的羊皮纸誊写而成$并装饰以豪华的天

鹅绒或皮革$配合每个兄弟会所独有的徽章$成为兄弟会当之无愧的最高象征和最珍贵的财产'

%兄弟

会章程的制订和颁布标志着一个兄弟会的正式成立%

兄弟会章程作为兄弟会的最高纲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兄弟会的活动纲领和兄弟会成员名

单%下面以
68$8

年
7

月
6!

日在预言者圣西门教堂*

O(.O)',=.,KG=C,<(

+成立的圣切尼诺与圣罗萨里

奥兄弟会*

O41=*(3)O(.D+),G,

/

+).=,3,*N=>(G)=

+的活动纲领为例$具体分析其内容要点(

%该兄弟

会章程由
6!

章组成$包括四大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序言*第一章+%主要阐述兄弟会的行为原则*'通

过对兄弟会成员的爱和对平信徒成员的救助来展示耶稣基督的仁爱与慈善(+和本兄弟会所崇拜和供奉

的圣人*'圣母玛利亚和殉道者圣切尼诺(+%第二部分$兄弟会的日常行为准则*第二至四章+%包括保

证'圣母玛利亚祭坛前的火烛始终常亮($成员在参加兄弟会活动时必须'佩带写有自己姓名的铭牌

*

)".%.(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和所有庆祝圣母玛利亚的节日$所有成员必须'携带和点燃蜡烛参加兄

弟会组织的集体弥撒并商议兄弟会的各项日常事务(%第三部分$兄弟会成员的基本职责和义务*第五

章+%包括在每个上述集体活动的日子里$'缴纳三皮佐里*

=

*B".*

+用于救助兄弟会内部的穷苦成员$当

有兄弟会成员去世$也需缴纳三皮佐里用于其葬礼开销(%第四部分$兄弟会管理机构和官员的选举方

式$人数及其职责$特别是对于老弱病残者的慈善救济方式以及对成员葬礼的详尽安排*第六至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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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规章+两个单词合成$意为母亲制定的规则%

目前保存下来最早的兄弟会章程是撰写于
6!:6

年的圣乔瓦尼福音兄弟会章程*拉丁文版+$

6$"%

年颁布意大利文版%该章程现

保存在威尼斯国家档案馆
OO[&

系列条目
%

$条目
$

%

该兄弟会章程全文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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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段以下引文内容$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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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兄弟会成员渎神或作奸犯科的处罚方法$'第一次第二次口头警告$第三次直接开除兄弟会成

员资格($以及成员内部产生纠纷矛盾的解决办法$也是兄弟会管理人员的职责*第十至十二章+%在活

动纲领之后一般还会附有兄弟会成员的详细名单$包括职业&年龄$加入兄弟会的时间$有些还会包括成

员的家庭情况$以方便为内部成员提供日常的救助服务%

作为兄弟会组织管理的纲领性文件$这些兄弟会的章程体现出其在进行日常活动中的两大原则!

*一+虔诚善行

圣经-彼得前书.中认为'因为爱能够消除许多罪过(

"

$在-雅各书.中又说到'所以$你们要互相认

罪$彼此代祷$使你们得医治%义人的祷告有很大的功效(

#因此各兄弟会在制定活动纲领时$都会对兄

弟会成员参与虔诚的宗教仪式活动和慈善救助行为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希望兄弟会成员在共同崇

拜和供奉的基督圣人的庇佑下$通过善行善功$特别是对同一兄弟会的穷苦成员进行慈善救济$达到救

*他+人赎*己+罪的目的%除了扶助救济这种善行之外$上文论及的自我鞭笞运动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展

示平信徒的宗教虔诚$正如圣马可大兄弟会的章程中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殉

难的行为是一种无上的荣耀$我们若想效仿$必须从肉体和精神上进行惩罚和规训(%因此$虽然实际上

的鞭笞运动在
6:

世纪已经慢慢消亡$但作为一种宗教仪式活动$鞭笞游行则一直保留下来$在威尼斯每

年的宗教庆典活动中$各大兄弟会都会组织成员参与此项仪式表演$

%

*二+忠诚爱国

从兄弟会的起源可以看出$一般而言天主教教会和修士在兄弟会的形成建立和日常的宗教生活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意大利其他地区$如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兄弟会与当地教会组织的关系非常紧

密%

%但威尼斯的兄弟会则是个例外%威尼斯的大兄弟会全部由平信徒建立$大部分的小兄弟会也是

如此%同时$威尼斯的兄弟会不依附于天主教会$而是依附于国家%圣母玛利亚博爱兄弟会的章程中就

明确说明'我们愿从此所做的一切皆为了我们国家的总督陛下$整座威尼斯城和整个国家的荣光%(

'与

威尼斯政府为保持国家的独立和自治$而对罗马天主教会始终保持警惕$防止其干涉威尼斯国内宗教和

社会生活相类似$威尼斯的兄弟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始终拒绝来自教会势力的控制$它们与教

会之间的关系更近乎一种契约合作关系%威尼斯的大兄弟会一般聘用
!85$"

名左右的修士来负责为

兄弟会的集体宗教活动提供服务$如举行大型的弥撒活动$以及为过世的兄弟会成员提供临终祷告服务

等等$但他们并不能成为兄弟会的正式成员$同时更不可以担任兄弟会的管理职位(

%

威尼斯兄弟会这种规范化的指导纲领使成员在从事社会宗教慈善活动时有章可循有条可依%同

时$它们将对基督的虔诚之心与对国家的忠诚之心相结合$使其发展和运作天然地契合贵族政府追求

'最尊贵虔诚祥和的天主教城市共和国(*

<+,O,G,.)>>)'(

+的目标%

三&威尼斯兄弟会的管理体制

除了规范化的章程为兄弟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制度化的管理和运作模式更成为威尼斯兄弟会参与

日常社会宗教活动的重要保证%但在分析威尼斯兄弟会的组织结构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时期威尼斯兄

弟会成员的构成和阶层分布状况有所了解$因为这种独特的成员结构方式使其管理和运作方式呈现出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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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会&修士与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两地兄弟会关系的研究$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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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兄弟会形成之初$平信徒选择加入兄弟会的标准和条件比较简单%以参加大兄弟会为例$

只要能遵从该大兄弟会的行为准则$即按时参加其组织的鞭笞游行$年龄超过
!"

岁*也有时会将年龄标

准降低至
68

&

6:

岁+$缴纳
68

个大所迪*

>=*3)3)

/

G(>>=

+的入会费$即可成为一名大兄弟会成员"

%但在

实际过程中$却并不是那么容易%首先$兄弟会的人数规模有限制$超额了就无法再加入#

%第二$一名

平信徒不能同时加入两个不同的大兄弟会*但小兄弟会的成员不受此限制+%第三$平信徒在提出加入

兄弟会的申请时$不能有任何不好的名声$因为只要有一名兄弟会成员反对$就申请无法成功%最后$也

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多社会中下层的平民阶层$他们无力缴纳入会费$同时更不能保证每年兄弟会成员

必须缴纳的
7

个小所迪*

>=*3)3)

-

)44=*=

+的慈善捐款以及用于购买游行活动所需的火烛费*

*1').(G)(

+

和用于购买参加兄弟会活动所必须穿着的统一长袍和兄弟会徽章的置装费*

4(

--

(

+

$

%因此特别是在

大兄弟会$能成为正式成员的主要来自少数社会上层的贵族$社会中间阶层的市民以及第三等级444平

民阶层中的上层$即行会成员%整个社会的中下层贫民由于交不起'高额(的入会费$以及无法得到来自

不同阶层的兄弟会成员的允许和批准$被完全排除在大兄弟会之外%

在
6!7!

年'关闭(大议会事件之后$威尼斯贵族阶层正式确立了其封闭的贵族寡头制统治%兄弟会

中占人数优势的市民阶层一方面为了维持其在兄弟会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为了保持兄弟会

独立于政府和教会控制之外的自治地位$迅速做出反应$限制贵族特权在兄弟会的扩张%他们通过正式

程序$修改和补充兄弟会章程$首先$将贵族排除在兄弟会常规成员%之外$并禁止他们参与兄弟会管理

职位的选举)然后$限制每一家兄弟会中贵族成员的人数$如圣母玛利亚博爱兄弟会将贵族人数限定在

6!

人$圣马可兄弟会和圣乔瓦尼福音兄弟会的人数限定在
8"

人)除此之外$增加贵族成员批准加入兄

弟会的难度$贵族若想加入兄弟会$除了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之外$还必须由
$"

名兄弟会德高望重

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超绝对多数同意才能通过%当然$贵族阶层在受到这些限制的同时$也获得了一定

的特殊权利$包括在兄弟会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无需遵守兄弟会的某些原则$如参加公开的鞭笞游行等$

但条件是支付高额的入会费*

!"5!8

杜卡特+和年度慈善捐款*

!"

所迪+

'

%

兄弟会对贵族人数和权利的种种限制$特别是将其排除在兄弟会的管理层之外$一方面避免出现贵

族内部的党派斗争对兄弟会发展潜在的破坏性$就像在佛罗伦萨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另一方面使兄

弟会内部由
$"5#"

人组成的管理阶层实际上成为统治兄弟会的小集团%而这一集团的核心是处于社

会中上层的市民阶层$主要由那些不是贵族出身$但又享有一些较为重要的行政和经济特权的城市市民

组成)

%他们是威尼斯最接近贵族及其日常政治活动的一个阶层%其中的'原住市民(*

3*))(4*#*"&*

/

*

E

#(&**

+阶层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垄断了为贵族政府提供从公文起草$档案保管$法令传抄等辅助服务

性岗位$为政府各级贵族官员和驻外大使提供各类行政服务%这群有政治管理经验但苦于出身稍低而

无法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管理的市民精英$就成为了兄弟会理想的管理者$而他们也借由兄弟会这一渠道

成功抒发了参与政治管理的强烈诉求*

%

这群威尼斯兄弟会实际的统治者依据他们多年在威尼斯政府部门耳熏目染的经验$在中世纪晚期

成功地借鉴和模仿了威尼斯享有'完美(盛誉的混合式贵族政治体制%兄弟会每年召开三次的全体大

会$称为'大会议(*

/

,.,G(*4+(

-

<,G

+

+

%它的职能类似于贵族政府的大议会$主要为批准新入会成员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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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常规成员是由兄弟会内部的市民阶层和平民阶层的上层组成%

'杜卡特(*

314(<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共和国流通银币%一'杜卡特(合
:

里拉
#

所迪%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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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大会议召开的时间分别为!大斋期的第三个周日$选举绝大部分兄弟会官员)

9

月的第二个周日$选举大区代表*

3,

/

(.)

+和其

他官员)圣诞节前的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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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兄弟会各组织机构官员$有时还包括修正兄弟会章程$审理兄弟会财政开支和其他有关兄弟会和兄

弟会成员的条文规定%在'大会议(之上设立的管理机构名为'长台委员会(*

?(.4(

+$它类似于威尼斯贵

族政府的元老院$是由多个部门的官员所组成的兄弟会日常行政管理机构%包括一位'大总监(*

/

1(G3

;

)(.

/

G(.3,

+$一位文书官*

>4G)M(.=

+$一位鞭笞仪式总监*

/

1(G3)(.3(J(<<).

+$一位牧师*

M)4(G)=

+和
6!

位大区代表*

3,

/

(.)

+%其中$'大总监(是兄弟会最高领导者$它类似于威尼斯贵族政府和共和国精神象

征的总督$是整个兄弟会的公共形象$在任何公开的正式场合可以代表兄弟会发言和做决定%'大总监(

任期一年$由投票选举产生$当选者一般为兄弟会内德高望重的资深成员$并有担任过兄弟会其他职位

的经验%'大总监(的职责主要为主持'大会议($发表当选动机$宣读新成员名单$和负责兄弟会的财政

事务%文书官任期一年$在每年
9

月的'大会议(上投票选举产生$他的主要职责为记录兄弟会的财政收

支状况$同时负责记录兄弟会成员名单$'大会议(的会议议程$兄弟会的修订章程$以及每年向全体兄弟

会成员公布账本和兄弟会的财政收支状况一到两次%鞭笞仪式总监主要负责兄弟会的鞭笞游行仪式$

后来也开始负责管理兄弟会游行活动的收支账本%牧师是
6#

世纪初才增设的职位$主要职能为在'大

总监(缺席的时期代行'大总监(的各项职责%

6!

位大区代表由威尼斯
:

个大区的兄弟会成员选举产

生"

$主要由市民阶层中的年青人担任$他们每两人负责一个大区$主要职责为统计所在大区的成员人

数和姓名$以及定期宣读所在区域的成员名单$以起到清点人数的作用%

同威尼斯贵族政府的发展趋势类似$大会议虽然拥有兄弟会的最高权力$但在兄弟会的实际管理过

程中$'长台委员会($加上兄弟会内三四十名德高望重的资深成员和所有卸任官员所组成的机构成为兄

弟会实际的日常行政组织%到了
6:

世纪$兄弟会的行政组织结构进一步完善$'长台委员会(进一步扩

充$从卸任的大区代表中选举
6!

人组成'大区代表委员会(*

H=.<(

+也开始参与兄弟会日常事务的管理$

由兄弟会选举产生的
!5$

名左席官*

>).)4)

+则负责确保兄弟会做出的决议符合其最高章程$律师*

3,C

;

C,.>=G)

+负责处理兄弟会相关的法律事务%不仅如此$兄弟会在这一时期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可以领取薪

水的勤杂工岗位*

'(>>,G)

+$从兄弟会中非市民阶层中的贫困成员里选举
$

人$主要负责兄弟会各项日

常会议的准备工作$维护维修兄弟会建筑财产$在兄弟会官员出访时充当保镖$以及协助大总监维护兄

弟会的基本原则#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兄弟会在管理体制上日趋复杂化和专门化%这不仅是

兄弟会成员数量增加$组织规模日渐扩大的必然结果$更是满足了兄弟会管理阶层$即城市市民精英阶

层的参与社会管理$抒发政治需求的心理%兄弟会组织的这套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也使其在文艺复兴

时期逐步成为威尼斯社会生活中民众覆盖面最广&社会生活参与度最高的基层社会组织%

综上所述$中世纪晚期形成的兄弟会原本是灾难和危机的产物$是西欧城市复兴后为顺应新的社会

关系而形成的基层社会组织%威尼斯的兄弟会也是如此%但威尼斯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得兄弟会

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独特的一面$不仅在组织原则上深受威尼斯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还在管

理体制方面受到来自贵族政府潜移默化的引导%贵族阶层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退出了兄弟会的管理

层$不再直接干预平信徒的日常生活$但兄弟会管理阶层对贵族的无形效仿$使得这一基层社会组织依

然与贵族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威尼斯兄弟会在文艺复兴时期规模不断壮大$

社会职能日渐增加$逐步成为这一时期贵族政府进行国家管控所倚仗的重要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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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大区代表分两次选举产生$在斋月举行的大会议上选举
6"

名全年大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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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一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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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举行

的大会议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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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兄弟会内部组织结构的发展$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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