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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语化的“（更）不用说”及相关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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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更不用说”已经熟语化了，其显而易见、不值一提的语义作用是决定其后续成分可以省

略不说的前提，其长期、频繁的使用使得其跨层结合、逐渐凝固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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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里，“（更）不用说”多数时候不是“更（adv.）+不用（adv.）+说（v.）”的短语用法，而

是表达一种熟语化（idiomtized）意义。比如： 

1) 宋华：我们在说，你们这些老外快成“中国通”了。力波当然就不用说了。（《新实用汉语课本》

（II），页 246） 
上面这个例子中，“不用说”与动词“说”和副词“不用”都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表示“（你们这

些老外快成‘中国通’了），力波当然是中国通了”，“不用说”的前面可添加副词“更”，常以语气助词

“了”煞尾，相当于英语的“let alone，not to mention”。该类句式出现时间较早，至少北宋就有了相关

例证，比如“他如‘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与夫‘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之类，更不用说，所以斟酌礼

乐而告之也”（《朱子语类》）。 

邢福义（2000：237-241）曾指出，“别说”可以构成两种特殊的递进句式：一是“别说⋯⋯连-也⋯⋯”，

一是“连-也⋯⋯别说⋯⋯”，二者“都具有某种特殊性”。前者基本相当于“不但⋯⋯连-也⋯⋯”；后者

相当于“尚且⋯⋯何况⋯⋯”。“连-也⋯⋯别说⋯⋯”句式是我们所要探讨的“更不用说”句式之一。张

滟（2010a、2010b）基于交互主观性认知观，用“交互主观性”语义模型对“X（连）A 都/也 Y，更不

用说/别说 B”构式和“XAY，let alone B”构式的句法行为进行了阐释。 

一  构式的语义关系及“更不用说”的性质 

（一）从语义上看，“更不用说”构式形成一种反逼性递进关系，其中也隐含着推论性因果关系。构

式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可以码化为：P 递进基点/推论根据，更不用说 Q 递进终结/推论结果。 

P是该递进构式的基点，也是推论的根据，如例 1）的“你们这些老外快成‘中国通’了”，“更不用

说 Q”是递进的终结，也是推论的结果，如例 1）的“力波当然就不用说了”。递进基点和推论根据的 P

可以是小句，也可是句子甚至复句；表示递进终结和推论结果的“更不用说 Q”多数时候为小句，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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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为复句。其兼容并蓄递进和推论两种关系的缘故，“更不用说”构式往往可以转换成典型的反逼性递

进关系和推论关系的复句或句群。如例 1）可转换为： 

1) a 你们这些老外尚且快成“中国通”了，力波当然就不用说了。 

1) b 既然你们这些老外快成“中国通”了，力波当然就不用说了。 

（二）“更不用说”表达的是一种熟语化意义，我们认为“更不用说”是一个熟语化的（idiomtized）

或者说是固化的结构体（hard-wired structure）①。主要基于如下几点理由：（1）“更不用说”中间不能有

语音停顿，前面不存在发出言语行为的施为性主语，“不用”后一般也不能随意插入“我、你、他”之类

兼语成分，“说”后不带“着、了②、过”等时体成分。（2）“说”的语义已经泛化，很难说表示某种具体

的言语行为，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说”的引语功能的消失，很难在“说”的后面补充出直接或间接

引语。（3）“更不用说”的语义功能已经趋于专门化，独立分析“更不用说”小句无法诠释其意义，需要

结合上文进行诠释，在构式中主要起衔接和标记反逼性递进关系的作用，是典型的反逼性递进关系标记。

语义上表示递进终点和推论结果比递进基点和推论根据更具有其性状和特征。形式上表现为：一是可以

转换为典型的递进和推论关系；二是转换和诠释以后递进终点和推论结果部分往往与上文存在一定的照

应关系。比如例 1）转换和诠释以后，“力波更是‘中国通’了”跟递进基点和推论根据的“中国通”照

应。（4）这种照应关系由于“更不用说”的“语义功能俯瞰”作用的存在，语篇中当使用“更不用说”

构式时，这种照应关系不太能表现得出来，比如我们一般不说“力波更不用说是‘中国通’了”。因为“更

不用说”的内容对说话人和假想的听话人而言显而易见、无需多说，如果说出来，则是与这种显而易见、

无需多说的功能是相违背的。所谓“语义功能俯瞰”是指当某一语法成分在句法中具有了某种语义功能

以后，排斥在同一句法上再出现相同或相似的语义功能成分。也就是说，当熟语化的“更不用说”具有

了照应功能以后，其他相同或相似的照应成分就不太能出现在同一句法中。 

（三）所以我们需要把下面一类话语标记作用的“更不用说”同熟语化的“更不用说”区别开来。

如例 1）如果这样说，“不用说”则是短语用法，起话语标记的作用。 

1) c 我们在说，你们这些老外快成“中国通”了，力波不用（我们）说，他更是“中国通”了。 

这个句子中的“不用说”至少具有三个特点：“不用”后可带兼语成分“我们”，“说”的意义比较实

在，“他是‘中国通’”具有一定的间接引语性质。事实上，话语中因为话语功能和传达信息的需要，会

经常使用诸如“不是我说你、不用我们说”等之类看似矛盾的话语标记，“他是‘中国通’”可能正是“我

们”想说的内容或显而易见的情况，但偏偏使用“不用我们说”，该话语标记能在话语中传达递进终点和

推论结果显而易见这种信息。其具有话语标记的一些重要特征。真实语篇中，“更不用说”还能说成“更

不用提”、“更不用讲”、“更别提”、“更别讲”、“更别说”等。例如： 

2) 提拔天赐，因为他好玩，而且知道他有钱。现在他的钱没了，还理他作甚？他们不提“钱”这

个字，可是关于钱的消息比谁也灵通。近亲更不用提，对于钱的来去比人的生死更关心多多了。

（老舍《牛天赐传》） 
例 2）“更不用提”为话语标记，句法上充当独立成分，只是言语单位序列划分的依附成分，删除也

不至于不符合语法；语义上不管它存不存在也不影响命题的表达，都是“近亲对于钱的来去比人的生死

更关心多多了”，具有非真值性；功能上在话题“近亲”和后面的说明之间起衔接作用，话题“近亲”后

可添加语气词“啊”或用逗号隔开，或者之前添加话题标记语“至于”、“说到”等，突显其话题特征，

“更不用说”在话语中起提醒听者要注意后面的话语内容的作用；也传达某种信息，属传信范畴，引领

说话人感知后面的说明显而易见或不值一提（Schiffrin 1987，方梅 2000，Traugott & Dasher 2002，董秀

芳 2007，乐耀 2011等）。再举两例： 

3) 南星是多么糊涂啊，可是跟小虎们一块儿玩，他居然显出很聪明鬼道的样儿来。至于小坡，那

更不用说了，他出口气儿，都好似，在小虎们看，有顶大的价值和作用。（老舍《小坡的生日》） 

4) 老太太眼中没有难看的娃娃，虽然刚生下来的娃娃都那么不体面。嘴上有个肉岗，这便是高鼻

                                                        
① 储泽祥（2003），储泽祥、曹跃香（2005），谢晓明、肖任飞（2008）等都探讨过词语的固化问题，固化指两个或几个
紧挨在一起的语言单位，由于频繁使用而化为的一个相对稳固的、整体性的语言单位。 

② 小句“力波当然就不用说了”中的“了”是起完成句子且主要表达新信息作用的“了 2”，而非表示时体的“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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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看这一脑袋黑头发，其实未必有几根，而且绝对的不黑。眼睛，更不用说，自古至今向无

例外，都是大的。（老舍《牛天赐传》） 

话语标记的“更不用说”很容易进行转换，上边三例如果分别转换为“近亲更不用说了”、“至于小

坡，那更不用说了”、“眼睛，更不用说了”，后面的成分省略，明显就熟语化了。 

（四）还有，当“更不用说”所带宾语为对象宾语或主语为对象主语时，其熟语化程度也没那么高，

这时“更不用说”的意义还比较实在，对象宾语和对象主语是其直接谈论的对象。例如： 

5) 假使留下的这几根胡子能够挽留一部分的运气，胡子没剃的时候，汪处厚的好运气更不用说。

（钱钟书《围城》） 
例 5）“汪处厚的好运气”作为对象主语，是说话人直接谈论的对象。但即便是对象宾语或对象主语，

也需要结合上文回溯推理才能准确把握句式的意义，因此我们还是把它算作熟语化用法。并且这种带对

象宾语或对象主语的“更不用说”句式，也很容易转换成熟语化用法，转换成“胡子没剃的时候就更不

用说了”，熟语化程度就非常高了。当然，像“不用说你喜欢我，更不用说你爱我”这类明显起引语作用

的“更不用说”不可能是熟语化用法。此外，熟语化的“更不用说”跟反问语气的“那还用说”也存在

一些重合之处，我们拟专文讨论。 

二  “更不用说”构式的句法解析 

“更不用说”构式的语言手段是丰富多彩的，“连-也⋯⋯别说⋯⋯”只是其中的一小类复句，实际

情况远比这个要复杂得多。“P 递进基点/推论根据，更不用说 Q 递进终结/推论结果”可能是一个句群，也可能是一

个复句。基点句 P可能本身存在复句关系，也可能同终结句“更不用说 Q”才构成复句关系。当递进基

点为并列关系时，基点句 P甚至可能为句群，如例 4）。根据我们对随机从 CCL语料库中选取的 200例

“更不用说”构式的统计，141 例的基点句 P 都为复句形式，占所统计语料的 70.5%。熟语化的“更不

用说”构式和话语标记、带对象宾语的“更不用说”在构成反逼性递进关系的时候，其基点句 P没有本

质的区别，我们在此一并分析。此外，我们统计和分析的“更不用说”构式是就其“最低构成”（minimum 

components）来说的，即只分析构成“更不用说”反递进关系的基本的和必不可少的成分，缺少这些基

本成分，“更不用说”构式不能成立或影响语义的表达①。非全句的“更不用说”递进关系我们用下划线

“_____”标记。 

（一）“更不用说”反逼性递进关系中，复句形式的基点句 P根据语义关系的不同，大致有让步、条

件、假设、并列、递进、转折、因果、排除等几种类型。其中并列或递进、让步、条件或假设是出现频

率最高的几类复句形式基点句，200 例随机获取的“更不用说”构式中，基点句 P 为并列或递进关系者

有 55 例，占所统计语料的 27.5%，为让步关系或让步紧缩关系者也达到了 41 例，占 20.5%；其次为假

设和条件关系的基点句，有 22例，占 11%。转折、因果和排除关系的基点句 P相对较少，分别为 12例、

9例和 2例，占所统计语料的 6%、4.5%和 1%。 

（1）并列、递进式。这是为数最多的一类“更不用说”构式，可以用“不仅/不但⋯⋯而且/还/也⋯⋯”、

“⋯⋯也/亦⋯⋯”、“并且/并/甚至⋯⋯”等关联标记标示。例如： 

6) 军方早在 2月份就提交了有关虐待事件的调查报告，为何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迄今

没有看到过，国会也一直被蒙在鼓里，更不用说全世界了？② 

（2）让步式。这也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类“更不用说”构式，关联标记有“即使/即便/便是/就是⋯⋯

也/都⋯⋯”、“连⋯⋯都/也⋯⋯”、“⋯⋯也/都/就⋯⋯”等。例如： 

7) 便是他这“外行”看来，也觉得五百万资本无论如何不够，更不用说只有一百五十万了。（矛盾

《子夜》） 
并列、递进式的“更不用说”构式有时同让步式糅合在一起，整体来看是并列、递进关系，但其后

                                                        
① 复句“最低构成”（minimum components）是指在语篇中构成复句关系所不能缺少的必要成分，缺少最低构成成分，复
句语义关系不能成立或影响复句语义的表达（肖任飞 2010）。 

② 本文未标明出处语料都来源于北大 CCL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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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句却是一个让步紧缩句，一般使用关联标记“连⋯⋯都/也⋯⋯”等。例如： 

8) 就在这时，北京乙烯工程的资金严重到位不足，最困难的时候连买砂子、水泥的钱都没有，更

不用说拨付工程款了。 

（3）假设、条件式。条件和假设关系的基点句 P可以用“如果/要是/假如/若⋯⋯则/那么/就/都⋯⋯”、

“只要/凡是/一旦⋯⋯就⋯⋯”、“⋯⋯就⋯⋯”等关联标记标示。但须注意，通常不能使用必要性条件复

句和紧缩句。例如： 

9) 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三卷》） 
10) 稍微大一点的旅馆就不租中国人，更不用说讲体面的人家了。（老舍《二马》） 

（4）转折式。转折、因果和排除关系的基点句 P是使用频率相对较低三类“更不用说”构式。转折

关系可用“虽然/虽/尽管⋯⋯但是/但/而/然而⋯⋯”、“⋯⋯但/却/但是/然而/而/否则⋯⋯”等关联标记标

示。例如： 

11) 在自由讨论中，领导者也必须充分说明自己的意见，但这不等于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更不

用说打棍子、戴帽子了。 

（5）因果式。“更不用说”构式中，有些基点句 P为因果关系，可用“因/因为⋯⋯”、“因为⋯⋯所

以/因此/致使⋯⋯”、“⋯⋯所以/因此/致使/以致⋯⋯”等关联标记标示。比如： 

12) 在会议场合内，有不少满腹经验的人因表达不得其法，致使其意见无从表达，更不用说被重视

或采纳！ 

（6）排除式。在所统计和分析的语料中，只有两例排除式的“更不用说”构式，基点句 P用“除了

/除⋯⋯还/也⋯⋯”、“除了/除⋯⋯都/竟然⋯⋯”等标记表示。例如： 

13) 这里除了假美钞外，还有假的委内瑞拉、秘鲁、巴西、古巴货币，哥伦比亚的比索就更不用说

了。 

14) 除了几个哥哥曾给乔治一些零用钱外，他的生身父母竟然没有给过他一个子儿，更不用说去看

他！（樊家进《奥斯丁家族的秘密》） 

（二）有时“更不用说”构式的基点句 P为单句或单一小句，需要终结句“更不用说 Q”的配合才

能一起构成反逼性递进复句。200 例随机获取的“更不用说”构式中，基点句 P 为单句或小句形式“更

不用说”构式有 59例，占所统计和分析例句的 29.5%。基点句 P根据其所在“更不用说”构式中所表达

的语义，大致分让步和推论等几类。让步递进和推论递进又常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常常可以相互转换。

前者的关联标记有“尚且⋯⋯”，后者的关联标记主要是“既然⋯⋯”。例如： 

15) 这些作品，对于一些颇爱读书的大学生来说尚且不能全部涉猎，更不用说那些“一心只攻考试

课，两眼不看课外书”的当代中学生了。 

16) 既然他的货物是这个样子，他的账目肯定更不用说了！ 

（三）但大多数情况下，小句形式的基点句 P通过“绝对”、“真正”、“简直”、“完全”、“并不”、“全

部/全”、“都”、“彻底”、“根本”、“不再”、“居然/竟然”、“几乎/差不多”、“仍然/尚/还/依然”、“本来”、

“已经”、“从来（没有）”、“任何/每”、“（任指的）谁/什么/哪儿”、“如此”、“基本”、“一直”、“起码”、

“最/很/极”、“仅仅/只/仅”、“早就”、“无法”等极性副词和代词等同终结句“更不用说 Q”构成反逼性

递进复句。例如： 

17) 奖金人选发表以后，据说中国人民全体动了义愤，这位作家本人的失望更不用提。（钱钟书《灵

感》） 
18) 祖祖辈辈生活在雪山高原上的藏族同胞先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种蔬菜，更不用说吃新鲜蔬菜了。 

没有相应形式的副词、形容词和代词，我们也常可以添加。比如“父母和我说不到一块儿，兄弟更

不用提（老舍《二马》）”，基点句 P就可转换为“父母（都/根本/基本/完全/几乎/尚且/如此/早就）和我

说不到一块儿”。即使是复句形式的基点句 P，上述这些副词、形容词和代词的存在也是“更不用说”反

逼性递进关系的限制条件之一，许多复句形式的基点句 P中都拥有这些词语，比如例 6）至例 14）中就

出现了“一直”、“无论如何”、“竟然”、“严重”、“都”、“稍微⋯⋯就⋯⋯”、“充分”等相关词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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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添加，比如例 9），假设关系的基点句 P完全可以变为“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绝对/完全

/简直/彻底/根本）不能出来工作”，因此我们可将这些词语看作是“更不用说”反逼性递进关系的准标记。 

（四）终结句“更不用说 Q”多数时候为小句，在所统计的 200例“更不用说”构式中，小句形式

的终结句高达 196例，占所分析语料的 98%，但也偶尔能出现假设关系的复句和话题式的终结句。例如： 

19) 这么老的资格，这么高的级别，犯了错误还这么重的处分，我们这些资历浅、级别低的警员犯

了错误，就更不用说了。 

20) 上文讲到即使是位于九五之尊的皇帝，口语依然保留着浓重的方言，至于他们的三宫六院，那

就更不用说了。 

例 19）终结句“我们这些资历浅、级别低的警员犯了错误，就更不用说了”的假设关系比较明显，

例 20）终结句“他们的三宫六院”是话题，有话题标记“至于”。话题式的“更不用说”构式是话语标

记作用的“更不用说”句式的进一步省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转换成“⋯⋯至于他们的三宫六院，那就

更不用说，口语更是保留着浓重的方言”，把它看成是有话语标记的“更不用说”句式。 

三  “更不用说”构式的否定肯定语义韵及相关阐释 

石毓智、李讷（2001：214）指出：“‘连’字结构多为否定式”。“连”字结构又经常出现在“反逼性

递进句”中，形成“X（连）A都/也 Y，更不用说/别说 B”结构（张滟 2010b：19）。综合所有形式的基

点句 P来看，“更不用说”构式在多大程度上与否定语义关联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通过对 200 例随机获取的“更不用说”构式的分析，发现其确实主要与否定或“准否定语

（quasi-negative）”语义关联。“准否定语”其“‘语用级阶’性指向否定”（黄瑞红 2008：123），即具有

“沿否定极性方向推动命题的述谓方向”的功能（Verhagen 2005：41-60）。在 200例随机获取的“更不

用说”构式中，基点句 P为否定或准否定者高达 165例，占所统计和分析语料的 82.5%，具有较强的倾

向性。 

在“更不用说”构式中，其基点句 P 除了使用典型的表示否定的副词“不/没有/未/无”等以外，表

示数量的副词“只/仅”，表示否定的反问句，以及“拒绝、忘记、损害、害怕、怀疑、怀恨、憎恶、厌

倦、压制、忽视、困难、复杂、难以、困扰、麻烦、发愁、危机、险恶、愤怒、生气、丑陋、错误、低、

少、问题、缺乏、废旧、垃圾、勉强、刻板、暂时、困惑、惶恐、卑鄙、惊慌、圆滑、阴暗、凋零、浪

费、傻头傻脑、阿谀奉承、误入歧途、反作用、部分理解”等贬义的“准否定语”也是其经常使用的形

式。基点句 P中含否定副词，上边许多例证都是如此，我们不再赘举，这里主要探讨一下其他类型的否

定形式。例如： 

21) 我师父去世之时，我还只十四岁，本门功夫是学全了，全真派武功却只练了个开头，更不用说

玉女心经了。（金庸《神雕侠侣》） 

22) 老同志们说：他们连命都可以不要，哪还去追求什么个人私利，更不用说去谋求什么“有偿”

之类的东西。 

23) 真正麻烦的事情还是在自己家里，购买地皮，原先是已经谈妥了的，大多数还已经立过契约，

不料又平地起风波，地主纷纷要求解约，正在谈判的更不用说了，要价蓦然间涨了五倍！ 

例 21）-23）中，出现的否定形式就有表示数量的副词“只”、“纷纷”，否定反问句“哪还去追求什

么个人私利”，以及准否定语“练了个开头”、“风波”、“解约”等。 

（二）根据 200 例随机选取的“更不用说”构式的分析，也有 35 例“更不用说”构式的基点句 P

与肯定以及中性成分语义关联，占所统计和分析语料的 17.5%。例如： 

24) 在呼家堡的今天，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两层小楼，村里自然也有许多豪华的、各种规格的接待室，

办公室；办公楼就更不用说了。（李佩甫《羊的门》） 

25) 我过去接受的教育，读的书，总是指导我把人分成各种类型，即使是纯客观的心理学，对人也

有所谓粘液质、胆汁质、多血质等等之分；至于文艺作品，那更不用说了，那里面有形形色色

的人：稳重的、轻狂的、放荡的、严肃的⋯⋯（张贤亮《绿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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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本为中性的词语在进入“更不用说”构式或与其他词语结合以后，具有加强肯定或否定语义的

作用，其中最典型的词语为“如此、这样、这个样子”等。例如： 

26) 面对如此繁荣的商业景象，员工的心情都如此畅快，老板的感觉就更不用说了。 

27) 唉！孩子们都这样厌恶他，村里的大人们就更不用说了。（路遥《人生》） 

“如此”分别出现在例 26）、27）中，但所起作用却不相同：前者起加强肯定语义的作用，后者起

加强否定语义的作用。所以如果没有上下文的结合，一些句子很难判断其基点句 P表示肯定还是否定。

比如“医务人员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领导干部和一般群众了”，在上文背景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很难知

道其表示否定还是肯定，由于基点句 P的否定性倾向，我们只是能做出否定性的猜测，至于真实情况如

何，还需上下文语境的验证。 

（三）张滟（2010a、2010b）、Fauconnier（1978）和 Israel（2001）等学者在阐释“X连 A都/也 Y，

更不用说 B”构式和 let alone的时候，认为“更不用说”连接的前后两个并列小句是一种“梯级”（scalar）

关系。该诠释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形式的“更不用说”构式。否定性语境中，基点句 P和终结句“更不用

说 Q”之间存在语义量级上的梯级递降关系（Fauconnier 1978）；肯定性语境刚好相反，其基点句 P和终

结句“更不用说 Q”存在语义量级上的梯级递升关系（Israel 2001）。以例 21）和例 24）为例，其否定和

肯定语义量级上的梯级关系可用下面图形表示。 

 

 

 

 

 

 

 

     
图 1 否定语境下梯级递降图                     图 2 肯定语境下梯级递升图 

例 21）是一个从全真派武功到玉女心经的一个梯度，在金庸《神雕侠侣》中，全真派武功、古墓派

武功到玉女心经依梯度上升。全真派武功如果只学了个开头、不熟悉的话，古墓派武功和玉女心经只会

是更不熟悉，其否定性不断增强，梯度下层相对于上层都可以构成“更不用说”构式。例 24）是从住上

了两层小楼到豪华办公楼的一个梯度，住上了两层小楼，说明村里富裕了，家家户户住上了说明更加富

裕，于是村里有了接待室、办公室，甚至有了豪华的接待室、办公室，办公楼因此也更是繁华，其肯定

性不断增加，梯度上层相对于下层可以构成“更不用说”构式。其实即便是中性语境，对于说话人主观

上而言，其基点句 P和终结句“更不用说 Q”也存在语义上的梯级递升关系。比如例 23）说话人认为教

育、读的书以及纯客观的心理学，都是把人分为若干类型的，文艺作品就更是如此。 

英语“更不用说”除了 let alone，not to mention以外，还有两组相关的连接语，分别能表示这种语

义上的递升和递降关系。much/still less在语义梯级上是递降的，much/still more在语义梯级上是递升的，

前者常常基点句 P为否定形式，后者一般为肯定形式。例如： 

28) She wouldn't take a drink，much less stay for dinner（她连饮料都不愿喝一杯，更别提留下吃饭了）.

（《英汉大词典》） 
29) He is kind to me，still more to my elder brother（他对我很和善，更不用说对我哥哥了）.（《英语

惯用短语词典》） 
汉语排除式的“更不用说”构式也是能很好地体现这种语义梯级上的递升和递降关系。我们知道，

汉语排除式有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两种类型，分别相当于英语的 besides和 except。进入“更不用说”构

式后，肯定性的排除式“更不用说”构式具有语义上的递升关系，比如“洞内除了钟乳石、熔岩笋之外，

还有形状像绳子、如钥匙、似小树的石头，更不用说石笋、石柱了”；否定性的则恰好相反，具有语义上

的递降关系，例如“除了几个哥哥曾给乔治一些零用钱外，他的生身父母竟然没有给过他一个子儿，更

不用说去看他”。 

 

P＝全真派武功-开头-不熟练 

Q＝玉女心经更难-更不熟练 

P’＝整个全真派武功-更不熟练 

P’’＝古墓派武功-开头-不熟练 

P’’’＝整个古墓派武功-更不熟练 

jx 

Q＝办公楼-更豪华 

P＝住上了两层小楼-富裕了 

jx 

P’’＝有了接待室、办公室 

P’＝家家户户住上了-更富裕 

P’’’＝有了豪华的接待室、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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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omtized Gengbuyongshuo(更不用说) and Its Relevant Usages 

XIAO Ren-fei1 and ZHANG Fang2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2. Wuhan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56, China) 

Abstract: Gengbuyongshuo(更不用说) is rather idiomtized(i.e let alone) than a phrase meaning in modern 
Chinese. 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obviousness and apparentness and pragmatic principle of economy of 
Gengbuyongshuo(更不用说) determines the omission of its subsequent components. And its long-term frequent 

use makes “Geng(更)+buyong(不用)+shuo(说)” gradually solidified into a whole from a cross-layer structure. 

Backtrack reasoning is compulsory to interpret the clause of Gengbuyongshuo(更不用说).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semantic cascade inferences of Gengbuyongshuo(更不用说) and their tendency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Gengbuyongshuo(更不用说); Idiomtized; Semantic cascade; Backtrack reasoning; Principle of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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