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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巴别语是脱胎于汉语拼音的一种国际辅助语,只需要极少的记忆成本就可掌握,并保证了语言

的精确,同时与汉语兼容。创立这种语言的目的是取代世界语乃至英语在国际交流上的中介地位,更进一

步的追求是成为一门七十亿人口都掌握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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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bel is an International auxiliary language which derives from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s.Mastering 

this language just needs little memory cost.It promises the precision of language and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The goal of founding this language is to replace Esperanto and even English as an intermediary.The 

ultimate goal is to become a language that Seven billion people can maste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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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厉害,对于语言学习尤其重要,学好

一门世界通用的语言也格外重要,就此对于学习语言哪个更难,

展开研究。 

1 英语与汉语哪一个更难 

学习语言,记忆为先,从需要记忆的数量来看汉语实际上要

比英语容易。 

英语的记忆量比较好估计,根据高考3500词统计,平均每个

词有2.9个发音,而英语有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越冷僻的词越

长,那如果统计样本放大到两万,每个词平均发音数量保守估计

也应该有3.9个以上。而这些发音里面如果仅仅由辅音组成那部

分还算比较规则,但那些包含元音的发音就需要额外的记忆了,

考虑到每个单词必有一个以上的元音,那每个单词为了书写额

外增加1.5的记忆量应该是有的。英语一词多义的现象十分普遍,

平均下来每个词记两个意思是肯定有的。 

而汉语的记忆量主要集中在汉字,原来掌握3500个常用字

及次常用字就可以,不过这些年随着网络的普及和输入法的辅

助,一些原来比较冷僻的汉字也越来越常见了,所以这里再放宽

一步,按照4500个汉字来计算。汉字的记忆量不如英语好估算,

毕竟它们都是二维图形,需要记忆的不仅仅是笔画顺序,而且还

有每一笔的位置,甚至有时笔画的长短也有影响,但同时它们当

中大部分又可以通过组合辅助记忆,比如理论上“立早章”只有

两个记忆量,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看到“章”字是通过“立”“早”

再检索出“章”的,都是看到图像直接认出,所以汉语的记忆量

在这里只能做一个很模糊的估计。 

3500个常用字及次常用字一共有34068笔,平均一个字9.7

笔,基本上每个字一个发音,词典上每个字的意思虽然不少,但

是大部分普通中国人并不掌握,按照我的估算,平均每个字需要

记住1.5个意思。按每个字字形占有12个记忆量来算的话,平均

每个字就有14.5的记忆量,4500个字需要65250个记忆量,只有

英语的一半不到。 

当然汉语在由字组词的过程中也含有很多需要记忆的地方,

比如“大腿”就不能直接按字面意思理解为“大的腿”,而是要

记成“人下肢从臀部到膝盖的一段”,或者按照字面辅助记成“两

截腿中较大的那一段”也可以。这种记忆因为有字面的提示,

所以难度较低,而且汉语的语法简单,而这一部分的记忆量完全

可以用英语语法来抵消,英语语法的记忆量虽然无法估计,不过

数量远大于汉语除汉字以外的记忆量。 

2 为什么举世公认汉语比英语难 

本文并不是想论证英语、汉语孰难孰易,而是想由此提出一

个问题——为什么汉语在世界上公认的难学？根据上面的计算,

站在第三方很难得出汉语更难的结论,可事实上,大家不但认为

汉语更难,而且难得还不是一点半点。 

根据笔者的分析,学习汉语大概有三个拦路虎,第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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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汉字的字形,作为少见的表意文字,和绝大多数人的母语不

同,这当然造成了学习的障碍。第二,四种声调也与大部分外国

人的发音习惯不同,如果字形还可以靠记忆去硬堆,那发音在错

过0-3岁儿童言语发育的黄金期后,想要学习就更加困难,这也

是有些外国人的汉语功底相当深厚,说话还有些洋腔怪调的原

因。第三就是汉语中有很多同音字,因为汉语有随意组合的特点,

所以这些字在文字组词的时候还好分辨,但是说话的时候每个

同音字都会成为候选,汉语里有不少音对应有二十个以上的汉

字,按每字1.5个意思计算就是这个发音有30多个意思,当两个

这样的超级发音组成词语的时候这些意思都会称为候选,那它

们的组合将会上千,考虑到外国人对四声不敏感,容易混淆,那

他们听到这样一个词的时候将会面对几千个可能,从这几千个

可能中挑选出一个正确的,这时考验的不再是记忆力,而是大脑

的运算能力了。 

3 汉语拼音能解决这三个难题吗 

面对前两个难点,汉语拼音就能很好的解决,汉字复杂的图

像在汉语拼音中不复存在,而四声由于在汉语拼音的书写中能

够得到体现,即便外国人对四声听不清、说不出,起码可以靠文

字来硬记,同时书写也能辅助他们记忆四声,我们都有这样的经

验,书写可以帮助记得更牢。但是汉语拼音却会加大第三个难点,

原来同音字虽多,但因为字形不同,人们脑子里还会有一个支点,

就像虽然小孩子不识字,但我们仍然可以向他解释这个“棋”是

木字旁的,因为它是木头做的,那个“鳍”是鱼字旁,因为它是鱼

的器官,小孩子即便完全不知道这两个字也能够在大脑中进行

一定的区分。 

换言之,如果解决了同音字太多的问题,汉语拼音将会是一

种非常优秀的语言。它的记忆量如下,4500个发音,4500*1.5个

意思,总计11250。与英语相差一个数量级,大约不到2000单词的

英语难度。要知道记忆难度与记忆量并不成线性相关,因为记忆

需要一个一个记,而遗忘却是脑子里所有的记忆同时在遗忘。当

你记得第一个单词的时候,在脑子里只有记忆,没有遗忘,自然

是轻松无比。但当脑子里已经存了好几万个单词的时候,它们的

记忆无时无刻不在脑子里淡化,每隔一会儿就会有一个被忘记,

这时你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要对抗这种遗忘,根本谈不上再去

背新单词了。而不到2000单词的记忆量突击一下,半年就可以很

好的掌握了。 

4 如何攻克最后一个难关 

让汉语拼音实用化的方法就一个字——“分”,把一切原来

含混的地方分清楚,古代汉语写文章不分句,后来我们引入了标

点；现在的汉语写文章不分词,在这里就要引入空格；汉语拼音

书写不分字,这里把四声音调后置,把每个字的拼音分开。 

而最难分的就是同音字,幸好字母还给我们留下了其他区

分的手段——大小写。在这里一个字是名词它的拼音就全部用

小写字母,是动词就给它首字母大写,形容词全大写,其余的副

词、连词、代词等等都是尾字母大写。(3)这样一分那些超级发

音中每个同音同形的拼音也就对应五、六个字,如此再进一步分

下去就要容易许多。原来英语中首字母大写来表示专有名词在

这里也被做了一些改变,键盘上一个在汉语中无用的符号`被加

在词前表示专有名词。 

对于这些同音同形的字需要继续细分下去,可以用谐音或

者一些方言的发音来做部分变换,汉语中具有的发音也在三四

千左右,完全可以把一些同音同形字调整到相近的发音,汉语里

的发音基本上可以满足一字一音的要求。这种变化主要有：儿

化音,如“燕”被写成yaner④；前鼻音、后鼻音互换,比如“盼”

写作Pang④；翘舌、平舌互换,比如“寨”写作zai④；声调

的变换,比如“叔”被写成shu②；还引入了英语里面ð的发音,

“衣”被写成ri①（因为翘舌与平舌的关系,原有的r因为翘

舌被写作rh,读音ð因为是平舌音被写成r）；还有借鉴了一些

大家熟知的方言发音,比如“街”被写作gai①。当然变化还

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这种变化下“治病”写

作Zhier④bing④,而“致病”写作Zhei④bing④,成为两个完全

不同的词。 

从最终的统计结果来看令人满意,一共收录4147个汉字,使

用了3053个发音写法,有些汉字因为发音字意都相近,就合并了,

当然也有一些实在调剂不开的冷僻字被硬塞在别的字下。其中

保留原有发音的有2723个字,做了简单谐音的有1199个字,有

192个字发音变化比较大,还有66个字和无关的字共用发音。 

5 国际辅助语 

柴门霍夫博士为了消除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1887年在

印欧语系基础上创立了一种国际辅助语,这就是世界语。 

作为一种人造语言,它一个字母只发一个音,每个字母的发

音始终不变,也没有不发音的字母,语音和书写完全一致。每个

词的重音固定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学会了二十八个字母和掌

握了拼音规则,就可以读出和写出任何一个单词。世界语基本词

汇的词根,大部分来自印欧语系的各自然语言。世界语的语法是

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加以提炼的,其基本规则只有十六条,因此

比较容易掌握。 

他希望这样一种简洁的语言能让全世界各族人民在同一个

人类大家庭里和睦共处。这个梦想现在看来是失败了,从它诞生

至今一百多年,世界语的发展现在反而走上了下坡路,这其中的

原因除了它缺少母语支持之外,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因为作为一

门人造语言,它和自然语言相比,并不算多么简单,起码它的词

汇量就不能比英语少,也就是组词和发音的方式规则性更强一

些,在单词层面上最多能减少一半的记忆量而已。而汉语拼音则

可以把记忆量降低一个级数,同时又拥有14亿人口的交流对象,

这可以说是天生的世界性辅助语。 

6 巴别语 

经过种种变化得到的结果还算不算汉语拼音,这个问题

可能会有争议,如果不算汉语拼音那我就要给它起一个名字

叫“巴别语”,我相信建造巴别塔时人类说的就是这种语言。

它的实用性可以说无与伦比,甚至这个世界上那十几亿文盲

和半文盲都可以通过学习它来使用智能手机。除了前面所说



现代教育论坛 
第 7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82 

Modern Education Forum 

的易学的特点之外,它还可以可汉语无缝对接,中国人不需要

学习就可以直接听懂巴别语的说话,对我们来说这就算是一种

不算难懂的方言。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可是汉语在世界上的普及程度却与此大不相称,历史上拉丁语、

法语、英语都曾经是世界性语言,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借助推广自

己的语言来发展自己的软实力,日本、德国、西班牙、意大利、

韩国等都采取了很多措施。 

历史表明,语言的兴衰与国家的强弱息息相关。强国的语言,

才可能成为强势语言,但也应该看到,强势的语言又可反过来壮

大国家。有事实证明,一种语言与文化一旦借助硬实力形成影

响,便在相当程度上延长着硬实力的影响周期,甚至可以在军

事与经济的强势发生转移之后,反过来成为国家实力的主导性

因素[1]。 

“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国家发展更需要强大的

语言能力支撑。一个国家的语言能力,与其获取信息的能力、信

息资源的储备和利用能力、国际空间的开拓能力成正相关。且

不说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即使在工具层面,任何国际交往和国

际利益的争取与维护,都需要相应的语言支持。否则就会吃亏。

据欧洲委员会2007年2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1％的中小型

企业因缺乏语言的多样性和国际交流能力而损失经济利益,平

均每家损失约为32.5万欧元,其中还不包括隐性损失[2]。 

由此可见汉语的传播对我们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这里我

们试着展望一下巴别语能为这一进程做些什么。 

现在海外有6000万华侨华人,而截至2017年中国汉办在134

个国家设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000多个孔子课堂,这本来应该

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带来极大的推动,可惜目前看仍然任重道远。 

根据学者李艳在加州某高校的调查发现：华裔学生与非华

裔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态度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的状

态是“要我学”,后者是“我要学”。她在旧金山附近和密歇根

州安娜堡的华人社区进行了走访,了解到华裔子女中有相当一

部分人不愿意学习中文,甚至表现出与父母对抗的情绪[3]。 

华侨华人作为海外中华文化的基本盘,应该是巴别语能够

简单覆盖的,由于家庭能够提供一定的语言环境,华裔后的学习

巴别语的难度又下降了一级,相信面对这样的难度他们不会再

有什么抵触情绪。 

还有一些外国人,与中国有生活或工作上的交集,他们当然

有学习汉语的需求,巴别语当然降低了这一过程的难度。 

除此之外,那些和中国没有交集的人,他们却需要学习一门

通用外语与外国人交流,未来巴别语能不能从英语手中抢到这

一地位,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毕竟相差一个级数的难度是一个巨

大的优势,同时中国的不断上升也让它有了进取的信心。其实是

英语的人口不过3.5亿,但是世界上却有20亿人说英语,说实话

这两个数字都比我想象得要小。而根据我们上面的计算,未来可

以与巴别语交流的人口突破20亿不算是难事。 

7 结语 

掌握巴别语所需要学习的发音、字意、拼音、动词名词形

容词的分辨都不是太难的事情,完全可以从幼儿学起,如果在幼

儿园就开始教授,那到六岁能读会写也不算什么难事。在将来,

巴别语会不会成为所有人学习外语的选择我仍然拭目以待,如

果真有那么一天,掌握巴别语的人口达到七十亿,那世界大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将不再是一个梦想。 

[参考文献] 

[1]赵世平主编.书名:语言与国家[M].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5年1月第一版17. 

[2]赵世平主编.书名:语言与国家[M].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5年1月第一版24-25. 

[3]严晓鹏,郑婷.等著.书名:中国语言文化在海外华侨华人

社会中的传播研究[M].杭州市: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10

月第一版,134. 

作者简介： 

汪华扬(2004--),女,回族,安徽省贵池市人,本科在读,研究

方向：巴别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