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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缺少平行句库的低资源机器翻译面临跨语言语义转述科学问题。围绕具体的低资源印尼语汉语机器翻译

问题，我们探索了基于同源语料的语言资源扩建方法，并混合同源语料训练出改进的神经机器翻译模型。这种

改进模型在印尼语汉语机器翻译实验中取得了20.30的BLEU4评分。对实验结果的人工抽样分析发现改进的神经

机器翻译效果与同时期的谷歌翻译效果相当。对于某些句子我们的译文质量甚至更优。实验结果证明同源语料

能够有效改进低资源神经机器翻译，而这种有效性主要是源于同源语言之间的形态相似性和语义等价性。 

关键词：同源语料, 低资源机器翻译, 神经机器翻译, 印尼语, 马来语 

中图法分类号：TP391.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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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resource machine translation lacking parallel sentence corpus faces a scientific problem of cross-
language semantic paraphrasing. We address the specific low-resource Indonesian-Chinese machine translation issue, 
explore a language resource extension method based on a cognate corpus, and train a modified neural machine transla-
tion (NMT) model by mixing a cognate corpus. This modified model achieved 20.30 BLEU4 score in the experiment of 
Indonesian-Chinese machine translation. The manual analysis after simple random sampling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finds that the effect of the modified NMT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contemporary Google translation. For some sen-
tences, our translation quality is even bett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prove that the cognate corpus can improve the 
low-resource NMT effectively, which mainly depends on the morphological similarity and semantic equivalence be-
tween the cognate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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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超大规模外语到汉语平行句库的支持下，基于深度学习的神经机器翻译(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的效果比较理想[1]，基本上能够满足浏览和粗译等有限机器翻译需求[2]。但对

于缺少超大规模外汉平行句库的低资源机器翻译问题，目前尚无成熟算法。而全世界现存的

7,000多种语言当中，绝大部分的非通用语言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与汉语平行句库稀缺的问题。因

此，低资源机器翻译研究成为目前极具挑战的研究热点[3]。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

战略的遥相呼应之下，中国同印尼的经贸、文教、科技等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印尼语是印度尼

西亚的官方语言，属于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目前母语为印尼语的人数为4,500万，而

全球印尼语使用者高达1.6亿。但印尼语到汉语的平行句库相对于英语等通用语言而言仍然规模

有限。为了能够更高效地服务中国和印尼的交流合作，我们从语言资源建设入手增强印尼语汉

语神经机器翻译模型。 

同源语言之间的形态相似性有望缓解语言资源稀缺问题。已有研究表明不仅英国英语和美

国英语之间具有极强的形态相似性，在英语、德语、法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之间也具有较多的

共有词汇。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汉语、日本语、韩国语和越南语中有60%以上的共有词汇[4]。受



语言同源性和跨语言交流的影响，相似的形态往往蕴含等价的语义，这在同源语言之间表现得

更为明显。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希望利用与印尼语同源的马来语汉语句库扩建印尼语汉语句库，

并混合同源语料训练出改进的印尼语汉语神经机器翻译模型。 

2. 相关研究 

国外较早开展了相关研究。早在1998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集成推出跨语

言信息发现、提取和文摘(TIDES)项目[5]，旨在对多语言信息进行自动发现、提取、摘要和翻译。

接着2006年底，DARPA又启动全球自动化语言开发(GALE)项目[6]，从语音转录、翻译和过滤入

手研发计算机软硬件，收集、分析和解释巨量多语言文本和语音信息，提高语言翻译和文本分

析效率，及时为决策者提供过滤后的高价值信息。此后，DARPA还相继启动了针对光学图像文

本分析和翻译的MADCAT项目、针对语音识别和文本转录的RATS项目、面向口语交流和翻译

的TRANSTAC实用系统研发项目等。上述项目由美国斯坦福研究院(SRI)和IBM公司、BBN公司

等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研究完成。 

这期间的国外研究主要围绕阿拉伯语、普什图语、汉语等当时几种特定的语言，采用系统

的顶层架构和标准的数据链接口，研究项目之间能够互相衔接，支持快速搭建外语到英语的机

器翻译系统，服务军事情报和国家安全领域。而面向特定语言的机器翻译研究从最初采用规则

方法逐渐过渡到采用统计方法[7]，最终确立了统计机器翻译(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SMT)

的主导地位[8]。同时带动了语言资源工程的研发，促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Penn)的语言资源

联盟(LDC)壮大成为国际语言资源组织。最初的规则机器翻译主要是根据形式语言理论，围绕

上下文无关文法进行转换生成翻译。而主流的统计机器翻译是根据噪声信道理论，采用Bayes条

件概率公式将机器翻译间接转化为翻译模型和语言模型的学习和概率计算，产生了经典的基于

词、基于短语和基于句法树的统计机器翻译算法。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2012年初，美国政府投入2亿美元发起大数据研发倡议，推动在人

工智能领域利用语言大数据。紧接着2012年底，DARPA和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启动文本深度勘

探和过滤(DEFT)项目[9]，旨在推断语义、探求关系、发现文本异常，辅助分析师高效处理多语

言文本大数据。接着2014年，DARPA启动紧急事件低资源语言(LORELEI)项目[10]，旨在研发处

理全语言的系统，让分析人员在短时间内掌握话题、名字、事件、情绪、关系等关键信息。

2017年4月，DARPA又启动差异备选方案的主动译释(AIDA)项目，旨在融合多来源多模态且潜

在矛盾和欺骗的语种混杂信息，生成真实世界事件、现状和趋势的方案译释。该项目将语言资

源工程升级为语义知识工程，通过整合语境碎片实现事件和趋势的全息认知以辅助分析决策。

上述项目由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卡内基梅隆大学(CMU)和雷神BBN公司(Raytheon BBN)

等共同参与研究。此外，2012年，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署(IARPA)正式开始低资源语言语音

识别(BABEL)项目的研究[11]，旨在有限语料和极短时间条件下，实现对任意新语言语音识别的

跨语言关键词搜索。接着2017年初，IARPA又启动了对全语言信息进行英语检索的机器翻译

(MATERIAL)项目，旨在实现对全球超过7,000种语言的文档进行跨语言信息检索。上述项目主

要由美国约翰ꞏ霍普金斯大学(JHU)、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SC)、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等承研。 

国外近来的机器翻译研究对象已不再满足于几种特定语言，而是试图利用互联网语言大数

据实现全语言覆盖。同时，深度学习方法[12]已取代统计方法的主导地位，在机器翻译上取得了

重大突破[13]。深度学习方法也是一类统计学习方法，其根据神经网络理论，利用向量计算部件

和大规模语料，直接训练翻译模型[14]。迄今提出了“Sequence to Sequence神经机器翻译”[15]、

“纯Attention神经机器翻译”[16]、“无监督神经机器翻译”[17]等一系列优秀算法。促使谷歌、

百度、必应等机器翻译应用换装神经机器翻译引擎，并在英汉翻译效果上取得显著提升。但深



度学习神经机器翻译算法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平行句库的规模与质量[18]。尽管深度学习

方法在富资源语言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对于低资源语言却效果有限[19]。 

国内相关研究起步也不晚，几乎与国外研究同步发展。早在1998年，国内就已开展了汉英

机器翻译评测[20]。从2003年开始，在国家863项目“中文信息处理及智能人机接口技术评测”[21]

的支持下，连续几年开展了机器翻译评测，涉及英语、日本语、汉语等语言。在这些评测的带

动下，国内也相继成立了中文语言资源联盟(CLDC)、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语言

资源开发应用中心、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等组织，构建了一些英语、汉语和国内民族语资

源。2007年，国家863重点项目“面向跨语言搜索的机器翻译关键技术研究”[22]和“面向网络

海量信息处理多策略机器翻译系统研究”[23]启动。后来2011年，又启动国家863重大项目“互

联网语言翻译系统研制”[24]。上述项目从关键技术探索到实用系统研制也基本遵循从规则方法

到统计方法[25]，再到混合方法的研究路径。近来，国内机器翻译研究主要围绕神经机器翻译方

法展开[26][27]，而针对低资源机器翻译的探索也形成“大规模语言资源构建”和“高级机器学习

算法开发”两种思路。例如有研究利用低资源语言形态特性抽取词典[28]、有研究从低资源语言

概念层次思考资源体系[29]，有尝试基于中间语的低资源机器翻译[30]。我们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

俄语[31]、日本语[32]、韩国语[33]、越南语[34]以及南岛语系的印尼语、马来语等进行探索[35]，并取

得了显著的前期成果[36][37]。与国外研究态势相似，一定程度上受限于相关语言专家稀缺的困扰，

当前国内低资源机器翻译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印尼语汉语机器翻译成果更是十分罕见。 

3. 语言资源扩建方法 

2.1.  总体框架 

为了训练出高效的印尼语汉语机器翻译模型，我们设计了图1所示的语言资源扩建总体框架，

主要包括同源句库构建和同源语言相似性分析两部分。此外根据同源语言相似性分析结果，混

合同源句库构建部分生成的印尼语汉语平行句库和马来语汉语平行句库，能够支持各种机器翻

译模型的训练。在同源句库构建部分，我们提出了基于可比语料的平行句库构建方法和基于中

间语桥接的平行句库构建方法。在同源语言相似性分析部分，我们定量分析了马来语到印尼语

的共有形态率和语料迁移率。 

 

 
Figure 1.  General Framework 

图1.  总体框架 
 

2.2.  同源句库构建 

为了构建印尼语汉语和马来语汉语平行句库，我们设计了两种方法。一是基于可比语料的

平行句库构建方法。我们认为人类大脑的认知机能决定了自然语言语义的等价性。当存在印尼



语(马来语)到汉语的可比语料，可以借助双语词典并根据可比语料中的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

等语义不动点抽取语义等价的双语句子。具体实现时，我们收集了印尼语(马来语)教材、网络

双语新闻等可比语料。二是基于中间语桥接的平行句库构建方法。我们认为自然语言不仅存在

语义等价性，而且这种等价关系在不同形态表示的自然语言之间还具备传递性。当存在印尼语

(马来语)到中间语以及中间语到汉语的大规模平行句库，我们利用形态传递性，计算中间语句

子的相似度桥接构建印尼语(马来语)到汉语的平行句库。具体实现时，我们以英语为中间语。

最终我们构建出的印尼语汉语平行句库包含2,489,442句对，马来语汉语平行句库包含761,373句

对。其中部分印尼语汉语平行句库样例如表1所示。 

 
表1.  印尼语汉语平行句库样例 

Table 1.  Examples of Indonesian-Chinese Parallel Sentence Corpus 
印尼语 汉语 

Acara ini sampai jam berapa? 这个表演到几点呢？ 

Aku berharap suatu hari aku bisa melakukan hal yang benar. 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处理好一切。 

Anak perempuan ini bekerja sebagai pembantusebelum datang ke sekolah. 这个女孩在来上学之前是做女佣的。 

Apakah kita sendirian di alam semesta? 我们是宇宙中唯一的文明吗？ 

Bali Masih Aman Untuk Dikunjungi! 巴厘岛对游客来说还是安全的！ 

Berapa yang kau butuhkan? 拍摄这部影片需要多少钱？ 

Dan permainan dimulai. 游戏就此开始。 

Frekuensi serangan semakin meningkat. 频繁的袭击不断增加。 

Indonesia adalah komunitas ekonomi yang terbesar di Asia Tenggara.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经济体。 

Jika modul itu sudah mendarat, kau tak akan mau memindahkannya. 等飞船着陆后，就不方便移动了。 

Kau harus kembali ke tempat dudukmu. 请你回到座位去。 

Kerja keras dan dukungan para orang tua merupakan kunci kesuksesan mereka saat ini. 他们的成功离不开家长的辛勤培育和支持。 

Kita berevolusi bersama peralatan, dan peralatan berevolusi bersama kita. 人类发明了工具，工具也影响着人类。 

Lain kali ingin berbicara, lakukan itu sebelumnya. 下次你演讲之前，提前做到这几项。 

Lebih baik tulis nama anda di bawah, suoaya penerima tahu Fax nya dari siapa. 最好在下面写上您的名字，收取人好知道传真是谁发的。 

Lingkaran biru itu lebih kecil daripada lingkaran merah itu. 那个蓝色的圆比那个红色的圆小。 

MasyarakatBali terkenal ramah dan penuh senyum. 巴厘人以友好善良和微笑而著名。 

Saya bangun di dalam sel penjara, diborgol, dan mata disekap. 我发现自己在监狱里，带着手铐，被蒙住眼睛。 

Tapi para murid kalah dari simpanse. 这些优等生们却做不到。 

Tiongkok mendesak negara tetangga untuk meningkatkan upaya dalam Memerangi Ekstremisme. 中国敦促邻国加大极端主义打击力度。 

 

2.3.  同源语言相似性分析 

据统计当前母语为马来语的人数超过8,000万，主要分布在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地，而全球马来语使用者则超过3亿。广义而言印尼语也是一种马来语，类似于汉语与

新加坡华语、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之间的关系，马来语与印尼语同属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

语族，具有极强的同源性，使得马来语与印尼语在发音、词汇、句法等方面十分相似。二者的

拉丁形态字母表完全相同，就是英语字母表。因此同源语言之间的形态相似性可以被用于语言

资源扩建。然而印尼语与马来语之间的形态相似性究竟有多大？我们通过共有形态统计给出具

体的定量分析。 

 



表2.  词汇级N-gram串数 
Table 2.  Number of Word-Level N-gram Token 

N-gram 
Indonesian

(MOR)
Malay
(MOR) Overlap

1-gram 
657,409

(32.16%)
395,365

(53.48%) 211,453

2-gram 
8,035,771
(15.36%)

3,994,868
(30.89%)

1,233,931

3-gram 
19,614,857

(6.51%)
8,756,914
(14.58%) 1,276,456

4-gram 
23,038,089

(2.84%)
9,708,373

(6.73%) 653,356

5-gram 
20,797,228

(1.66%)
8,658,728

(4.00%)
345,955

 

我们以20180501版Wikipedia为统计分析源，该版Wikipedia包含印尼语文档bz2压缩包

439.3MB、马来语文档bz2压缩包173.8MB。详细的去重后词汇级N-gram串数如表2所示。其中1-

gram数据表明全部印尼语文档是由657,409个不同的印尼语词汇组成，而全部马来语文档只由

395,365个不同的马来语词汇组成，两种语言的共有词汇数量多达211,453。 

两种语言之间共有形态串数对每种语言的效力是不一样的。我们把这种具有方向性的A语

言到B语言的N-gram形态共有率(Morphological Overlap Ratio，简记为𝑀𝑂𝑅ேି
→ )定义为A语言

和B语言共有N-gram串数除以B语言的N-gram串总数得到的百分比，具体𝑀𝑂𝑅ேି
→ 数值反映

了A语言语料的N-gram形态学习结果用于B语言的有效程度。经过计算可知马来语(M)到印尼语

(I)的1-gram形态共有率𝑀𝑂𝑅ଵି
ெ→ூ =32.16%。 

我们根据形态共有率计算公式，把A语言到B语言的语料迁移率(Corpus Transfer Ratio，简

记为𝐶𝑇𝑅ே
→)定义为∑ α𝑀𝑂𝑅ି

→ே
ୀଵ ，其中系数αi表示A语言语料集中未去重i-gram串数除以

全部未去重N-gram串数总和的百分比。由于语言的长程相关性相对较弱，通常只需要简化计算

N=5时的𝐶𝑇𝑅ே
→用于表示A语言语料到B语言语料的增强程度。基于马来语印尼语共有形态的

语料迁移率能够支撑我们用马来语汉语平行句库扩建印尼语汉语平行句库的思路。 

4. 机器翻译实验 

为了验证马来语汉语平行句库对印尼语汉语机器翻译的增强作用，我们设计了印尼语汉语

机器翻译实验。 

实验语料分成训练、验证、测试三个集合，其中验证集和测试集各包含20,000印尼语汉语

句对，都是从2,489,442句对印尼语汉语平行句库中采用不放回采样技术随机抽取而成。我们把

2,489,442句对的印尼语汉语平行句库简记为 IdChSens，把除去验证集和测试集后剩下的

2,449,442句对命名为印尼语汉语部分句库IdChSens-P，把761,373句对的马来语汉语平行句库简

记为MsChSens。接着我们还统计出MsChSens和IdChSens中马来语和印尼语的1-gram共有形态集

OverlapWordSet。然后依次检测MsChSens中的每个马来语句子，如果该句子中的每个词都属于

OverlapWordSet，则将包含该句子的马来语汉语句对加入马来语汉语部分句库MsChSens-P。由

此可见MsChSens-P是MsChSens的一个子集，实际检测结果MsChSens-P包含696,840句对，也可

以看成是来自马来语语料的印尼语语料。 

实验机器翻译模型包括三个NMT模型和一个用于对比的SMT模型。SMT模型是采用Moses

开源工具 [38]缺省的优化参数在IdChSens-P数据集上训练得到的。三个NMT模型是采用开源

TensorFlow NMT Tutorial1分别在各自数据集上训练得到的Sequence to Sequence模型[39]。主要配

                                                      
1 https://github.com/tensorflow/nmt/ 



置 参 数 ： attention=normed_bahdanau ； attention_architecture=gnmt_v2 ； batch_size=128 ；

beam_width=10；encoder_type=gnmt；num_layers=4；num_units=512。四个机器翻译模型的实验

结果如表3所示。我们发现：当训练句对少于250万时，神经机器翻译的效果(BLEU4=17.13)还

不及统计机器翻译的效果(BLEU4=19.58)；当马来语语料将训练句对增强到300万以上时，神经

机器翻译的BLEU4评分从17.13增长到20.30，效果显著提升；从NMT2和NMT3的BLEU4评分相

同判断马来语语料中对印尼语汉语神经机器翻译有增强作用的主要是共有形态语料。 

 
表3.  机器翻译实验结果 

Table 3.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Model Train Set Validation Set Test Set BLEU4 

SMT 
IdChSens-P 
2,449,442

20,000 20,000 19.58 

NMT1 
IdChSens-P 
2,449,442

20,000 20,000 17.13 

NMT2 
IdChSens-P+MsChSens

3,210,815
20,000 20,000 20.30 

NMT3 
IdChSens-P+MsChSens-P

3,146,282
20,000 20,000 20.30 

 

为进一步评价NMT3模型效果，我们从上述测试集中随机挑选了20句对，并将其中的印尼

语句子提交给同时期的谷歌和必应机器翻译系统。印尼语专家结合印尼语源文对汉语参考译文、

我们的神经机器翻译译文、谷歌和必应的机器翻译译文进行了量化评分。根据译文符合源文的

程度依次评为4、3、2、1四档分数，分数越大表示译文质量越高。具体的源文、译文以及得分

如表4所示，我们还利用底色从深到浅依次表示四档分数。表4分数显示我们的神经机器翻译译

文总共获得56分，总体译文质量最优，接下来依次是谷歌译文54分、必应译文47分、汉语参考

译文45分。据此发现：(1)我们改进的神经机器翻译效果与谷歌机器翻译效果相当，明显优于必

应机器翻译效果，而马来语语料能够有效改进印尼语汉语神经机器翻译主要是源于同源语言之

间的形态相似性和语义等价性；(2)印尼语汉语平行句库中的汉语参考译文质量不是很高，但神

经机器翻译能够从低质量语料中学出超过参考译文的翻译模型，这主要是归功于深度学习方法

充分细化了学习特征，并充分利用了巨量训练数据。 

5. 结论 

低资源机器翻译是挑战与价值俱高的研究问题。针对具体的低资源印尼语汉语机器翻译问

题，我们从马来语到印尼语形态共有率和语料迁移率的定量分析出发，探索了基于同源平行语

料的资源扩建方法，并混合同源句库训练出改进的神经机器翻译模型，最终在印尼语汉语机器

翻译实验中取得了最优的翻译效果。同源句库能够有效改进低资源神经机器翻译主要是源于同

源语言之间的形态相似性和语义等价性。 

迄今效果优良的神经机器翻译实验系统大多需要500万句对以上规模的训练语料，而效果更

优的神经机器翻译商用系统训练语料规模往往超过1,000万句对。未来平行句库构建研究中，我

们希望在双语资源之外发挥单语资源的规模优势，通过高效机器翻译算法生成句对。此外针对

神经机器翻译超参考质量的现象，需要探索平行句对的质量评价算法，优化训练语料质量和译

文评价方法。最后将关注更多的其他语族，通过推广基于同源句库的资源扩建方法实现更多的

非通用语言到汉语的有效机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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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印尼语汉语机器翻译人工评测 
Table 4. Manual Evaluation of Indonesian-Chinese Machine Translation 

印尼语源文 汉语参考译文 45 我们的神经机器翻译译文 56 谷歌机器翻译译文 54 必应机器翻译译文 47 

dengan kata lain, untuk efesiensi dan 
mengelola diri sendiri.  也就是自足和自理。   1 也就是自足和管理自我。   1 换句话说，就效率和自我管理而言。   3 换言之, 为了有效地使用和管理自

己。   4 

dude, anda tampak konyol.  哥们，你穿得太荒唐了。   2 伙计，你看起来很傻。   4 老兄，你看起来很傻。   4 伙计你看起来很可笑   3 

haruskah kita masuk?  那我进去了？   1 我们要进去吗？   4 我们应该进入吗？   2 我们应该进去吗？   3 

ini adalah pertama kali saya mendengar 
kabar darinya dalam setahun.  这是一年来我第一次有他的消息。   4 这是我一年来第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4 这是我一年中第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3 这是我一年来第一次收到他的来信。   2 

istri polisi mungkin akan berguna.  一个警察的妻子也许有点用。   2 警察老婆可能有用。   3 警察的妻子可能会有用。   3 警察的妻子也许有用。   4 

itu seperti rakun mabuk mendapat seluruh 
berlian hope. 

就像一只醉酒的浣熊，手上拿着蓝宝
石。   2 这就像一只醉醺醺的浣熊，得到了希望

的钻石。   3 就像醉酒的浣熊得到了整个钻石的希
望。   1 就像喝醉了的浣熊到处都是希望钻石   1 

jangan ungkit lagi.  不要去想它。   3 别再提了。   4 不要备份。   2 不要再 ungkit 了。   2 

kau punya kebenarannya? berkendara dari 
peru ke polinesia dengan rakit dari pohon 
balsa!

搭轻木木筏从秘鲁漂到玻里尼西亚！   3 从秘鲁开车到玻里尼西亚，从轻木木岛
上开木筏！   2 你明白了吗？ 从一个巴尔萨树驱车从

秘鲁到波利尼西亚！   2 你知道真相了吗？从秘鲁到波利尼西
亚, 用一筏轻的木筏开车!   2 

lakukan apa yang anda anggap terbaik, 
sayang.  做你认为最好的事，亲爱的。   3 尽你所能，亲爱的。   1 做你认为最好的，亲爱的。   4 做你认为最好的, 爱。   2 

pintu belakang ke neraka.  进入地狱的后门。   4 后门进入地狱。   1 后门到地狱。   1 回到地狱的大门。   3 

setelah bertengkar dengan dua wanita itu, 
aku menelepon penyelamatku. 

但是那两妞都跑走了，弄的我浑身骚
动。   1 和两个女人吵架之后，我就呼唤了我的

救世主。   3 在和这两个女人打架之后，我打电话给
我救援。   3 和两个女人吵架后, 我给 

penyelamatku 打了电话。   2 

stasiun listrik siap, pak!  通电站准备好了！   2 电力站好了，长官！   3 电站准备好了，先生！   4 电车站准备好了, 先生!   1 

sudah lama sejak yang terakhir menung‐
ganginya selama 8 detik.  很少有人可以骑超过八秒。   4 已经很久没有人骑过它 8秒了。   4 自从最后一次骑了 8秒钟以来已经很

久了。   3 从上一次坐了 8秒后已经很久了。   3 

tidak, tidak, sayang, tidak ada jalan.  不，不，不，没门！   1 不，亲爱的，没有路。   1 不，不，亲爱的，没办法。   4 不, 不, 亲爱的, 没有办法。   4 

sekarang, giliranmu membereskan semuan‐
ya.  现在，轮你来处理后事了。   1 现在轮到你收拾残局了。   4 现在，轮到你照顾好一切。   1 现在轮到你了, 保重一切。   1 

katakan, kapan?  说吧，什么时间？   3 告诉我，什么时候？   4 说什么时候？   1 说什么时候？   1 

berpotensi, punya potensi untuk mengubah 
dunia.  能力，有能力就能改变天下。   2 潜在的潜力，能改变世界。   3 潜在的，有可能改变世界。   3 有可能改变世界。   3 

apakah aku pernah membuat kita tersesat?  我有没有害我们迷路过？   4 我有没有让我们迷路？   3 我曾让我们误入歧途吗？   4 如果我让我们迷路了呢？   1 

pak, kita sudah tiba dikoordinat yang telah 
kita hitung. tidak ada apa2 di sini, apa 
perintahmu?

长官，我们已经到达了你预定的坐标，
这里什么都没有？   1 长官，我们已经到达预定座标了，这里

什么都没有？   2 先生，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计算的坐
标。 什么都没有，你的命令是什么？

 3 我们已经计算过 dikoordinat 了这里没
有 apa2, 是什么吩咐你的？   1 

aku akan menemukannya, dan kau akan 
membantuku menemukannya.  我要找到他，你要帮我找到他。   1 我会找到她，你会帮我找到她。   2 我会找到的，你会帮助我找到它。   3 我会找到的, 你会帮我找到的。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