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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73 岁的央吉卓嘎老阿妈用

藏文医疗管理系统预约挂号；在日喀则，

被誉为“第二敦煌”的萨迦寺内，部分珍

贵藏文古籍文献实现资源数字化保存与

利用；在山南，始建于公元 8 世纪的西藏

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内，僧人使用手机编

发藏文信息……

这 些 看 似 再 平 常 不 过 的 藏 文 信 息

化操作让人时常忘了，1300 多岁的古老

藏文实现信息化处理，仅仅是 30 多年前

的事。

一个微风拂面的傍晚，中国工程院

院士、藏文信息化领域领军人物——尼

玛扎西，在西藏大学为我们讲述古老藏

文迈进信息时代的传奇故事。

探索——
古老藏文信息化启航

1988 年，24 岁的尼玛扎西从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毕业，分配至

西藏大学任教。藏文信息化技术研发彼

时刚刚起步，技术研发及应用远不能满

足社会需求。尼玛扎西选择走上科研探

索之路，应对挑战。

翻阅图书馆所有可能相关的书籍、

四处向领域内专家虚心求教……尼玛扎

西在学校并未学过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

术相关课程，就凭着一股钻研劲儿，向未

知领域进发。

“那时关于文字信息处理的书籍很

有限。一次去昆明出差，我在书摊上淘

到一本中文信息处理的专业书，如获至

宝。后来因为翻阅次数太多，只要轻轻

一抖，书页就会像树叶一样掉落。”尼玛

扎西笑着说。

信 息 技 术 领 域 的 探 索 ，一 步 一 个

脚印。

1992 年 ，由 尼 玛 扎 西 团 队 研 发 的

“TCE 藏、汉、英文信息处理系统”软件，

通过西藏相关部门审定，成为西藏第一

个达到实用化程度的藏文信息处理软

件，被广泛应用于藏文公文处理、数理

化教材编撰、古籍文献整理等领域，西

藏的藏文信息处理技术研发及应用滥

觞于此。

1997 年，尼玛扎西率领团队建设的

CERNET（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西藏主节点落户西藏大学，成为西藏第

一个提供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信息

网络中心，西藏的第一个互联网主页在

此诞生。

2005 年，尼玛扎西团队与企业合作，

研发全球首款数字移动电话和车载电话

操作系统藏文版。2014 年，团队研发全

球首款智能移动操作系统藏文版。

目前在西藏，各类移动电话完整处

理藏文信息已经成为常态，藏文信息技

术研发和应用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

攻坚——
中国藏文编码国际标准化

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大潮席卷全

球。世界各种语言文字纷纷建立国际标

准，各国都在争取主导地位。

1993 年 至 1997 年 ，在 国 家 有 关 部

委 组 织 下 ，在 西 藏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的 领 导 下 ，尼 玛 扎 西 带 领 团 队

夜 以 继 日 地 研 究 制 定 藏 文 编 码 标 准 ，

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连续 6 次提交

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

提案。

“所有国家都可以竞争（藏文编码国

际标准的制定），当时英国、爱尔兰等国

也在提交相关提案。”尼玛扎西回忆，“但

是藏文的故乡在中国，藏文编码的国际

标准化，应当在我们手中实现。”

尼玛扎西说，科学成熟的藏文编码

不仅要符合藏文的文字特性，表达所有

的藏文信息，还要避免编码的二义性，确

保信息的正确交互与共享。

为攻克技术难关，尼玛扎西作为中

国 代 表 团 的 一 员 ，与 团 队 成 员 远 赴 土

耳其、丹麦、芬兰、瑞士、美国等国参加

工 作 会 议 和 学 术 研 讨 ，共 同 完 善 了 编

码方案。

一次在美国硅谷参会时，由于长时

间在国内外奔波劳顿，加之时差和“低原

反应”，疲惫不堪的尼玛扎西竟在微软公

司的卫生间里昏睡了数个小时，最后被

满世界找他的同伴们唤醒。

1997 年 7 月，中国提交的藏文编码

方案终于通过 ISO 审定，正式成为 ISO/

IEC 10646（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中

的 藏 文 编 码 国 际 标 准 。 随 后 ，

（GB16959-1997）《信息技术、信息交换

用藏文编码字符集——基本集》藏文编

码国家标准正式颁布实施。

这 标 志 着 藏 文 成 为 中 国 第 一 个 完

成国际标准制定的少数民族文字，也意

味着古老藏文正式走向世界，迈向数字

时代。

“如今全球所有移动电话、电脑等

电子设备处理藏文信息都是基于我们

中国制定的这个技术标准。”尼玛扎西

自豪地说。

创新——
古老藏文与数智时代同行

35 年间，尼玛扎西见证并亲身参与

了藏语文与全球同步进入数智时代的多

个历史瞬间。

从首个计算机操作系统藏文版——

国产“银河麒麟操作系统藏文版”到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再到新一代人

工智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尼玛扎西

团队在藏文信息系统技术、语言智能、自

然语言处理、文化资源数字化技术、基础

理论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中多数

成果被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

平，展现出中国团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

实力。

2023 年 11 月，因为在藏文信息系统

技术研发及工程化应用、国家语言文字

信息系统技术进步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尼玛扎西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尼玛扎西即将迈入耳顺之年。对藏

语文信息化事业，他依旧激情澎湃，要继

续为西藏培养高端信息技术人才队伍，

储备国际先进的相关技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要

真正实现发展，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

尼玛扎西说，在国家和兄弟省市的长期

关怀帮助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西藏

的信息化建设已克服万难，实现长足进

步，并由此带动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

与国家、与国际同步发展，古老的藏文已

与世界同步迈入数智时代！”

（魏冠宇参与采写）

（新华社拉萨电）

古老藏文穿越时空走向未来
新华社记者 李华 春拉 刘洲鹏

在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浪潮中，网络

时代的青年通过短视频、直播、社交媒

体 等 平 台 分 享 和 传 播 信 息 ，积 极 表 达

对 民 族 文 化 的 认 同 与 热 爱 ，不 断 传 递

着 民 族 团 结 的 正 能 量 ，构 筑 起 跨 越 时

空 的 精 神 纽 带 。 B 站 藏 语 达 人 聂 昌 就

是其中一员。

奇妙的文化之旅

在各类视频网站上，许多热爱藏语

和藏族文化的互联网博主分享自己的知

识和技能，通过制作教学视频、翻译藏族

歌曲或讲解藏族传统民俗文化等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藏语和藏文化。聂

昌在视频平台创作发布藏语教学、记录

宣传西藏文化生活的视频，吸引了许多

年轻人跟着一起学习藏语、探索藏文化。

聂昌还有一个藏文名字——旦真旺

加。他出生于一个汉藏融合家庭，父亲

是西安人，母亲来自西藏日喀则。虽然

自幼生活在西安、重庆等地，但聂昌对于

西藏的向往和热爱却从未减少。母亲口

中的藏族民间故事，像是一颗颗种子，深

深扎根在他的心中，激发着他内心深处

的渴望。

聂昌的母亲，是他文化探索的启蒙

者，她讲述的藏族故事，让聂昌对这片土

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母亲的熏陶

下，聂昌逐渐对藏族文化产生了深厚的

感情，也为他播撒下了一颗探索藏语言

文化的种子。自大学二年级起，他首次

接触到这门古老而神秘的语言，便被其

深深吸引。他努力学习每一个音节、每

一 个 词 汇 ，用 心 去 感 受 这 门 语 言 的 魅

力。如今，聂昌成为了一位藏语教学博

主。他在视频平台上创作发布了一系列

关于藏语教学和西藏文化生活的视频，

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藏族的故事和文

化。他的视频内容丰富多彩，既有藏语

教学的实用技巧，也有对藏族传统民俗

文化的讲解。这些视频不仅吸引了不同

民族的年轻人跟随他一起学习藏语、探

索藏文化，更是开启了不少年轻人了解

和欣赏这门古老而神秘的语言和文化的

奇妙之旅。

从菜鸟到博主

聂昌学习藏语并非一帆风顺，刚开

始面对陌生的藏文字符，聂昌感到一片

茫然。他努力地熟悉这些字母的发音和

书写方式，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理解复杂

的语法规则，并在实际运用中不断地进

行尝试和调整。他深知学习藏语并非一

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

坚持。他尝试了从线上到线下的各种学

习方式，寻找专业的藏语老师进行指导，

查阅网上的学习视频和卫视频道的相关

教 学 节 目 ，不 断 地 调 整 自 己 的 学 习 方

法。从最初的发音生涩，到现在的口语

流利；从最初的阅读困难，到现在的理解

深刻；从最初的写作拘谨，到现在的表达

自如。

抱着将自己在藏语学习中积累的经

验分享给更多人的想法，聂昌开始了视

频博主之旅，将学习藏语的点滴心得通

过视频平台分享给广大网友。

从最初的随机分享学习心得和发布

藏语 vlog，到后来的精心制作教学视频

并开设零基础系统课程，他不断探索和

创新，尝试用更生动、有趣的方式传授知

识，让更多人领略到藏语的魅力与藏族

文化的独特之处。他的课程吸引了全国

各地粉丝的关注，聂昌期待通过语言和

文字，让大家融入彼此、互相欣赏尊重、

建立友谊。

除了教学视频，聂昌还积极分享西

藏的文化习俗、节日庆典以及年轻一代

的娱乐方式，展现西藏文化生活的真实

面貌。为了进一步拓宽文化传播的渠

道，聂昌计划将视频、音乐和播客等领

域作为新的探索方向。他相信，只要心

中有爱，有对文化的热爱和尊重，每一

个年轻人都能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为

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美美与共 携手共进

如今，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年轻

一代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兴趣提

升，越来越多年轻学员开始投身于西藏

文化的传播。

在短视频平台上有藏族姑娘用自己

的方式讲述着家乡的故事，精美的画面

和深情的叙述，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和点赞。在直播间里，有青年主播直播

展示藏族服饰、讲解藏族建筑特色、分享

藏族饮食文化，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

受到了西藏的魅力和温暖。还有一群年

轻的创作者们，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 和 创 意 ，开 发 出 了 多 款 民 族 语 言

APP。这些 APP 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藏语

学习资源，还融入了互动游戏、社交分享

等元素，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和生动。

这些 APP 的推出，极大地推动了藏语的

普及和传播，为汉藏文化交流注入了新

的活力。

B站藏语达人聂昌（旦真旺加）：

架 起 汉 藏 文 化 交 融 的 彩 虹 桥
本报通讯员 丁增卓玛

本报巴宜电（通讯员 张巧 记者

谢筱纯 王珊）为推进林芝市巴宜区

布久乡麦巴村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水平迈上新台阶，麦巴村驻村工

作队及村“两委”积极对接科大讯飞

股份有限公司，为群众免费提供人

工智能 AI 朗读亭，助力群众掌握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

员成功安装人工智能 AI朗读亭后，首

先对驻村工作队进行培训，一一介绍

人工智能 AI 朗读亭使用手册和每个

模块内容，使驻村工作队熟练掌握人

工智能 AI 朗读亭的使用方法和教学

方式。随后，驻村工作队利用麦巴村

召开村民会议的契机，向全村群众介

绍人工智能 AI 朗读亭并号召群众积

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麦巴村党支部书记达瓦说：“以

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只能通过书

本 教 学 ，比 较 枯 燥 ，而 且 学 习 速 度

慢，现在有了人工智能 AI 朗读亭，不

但可以模仿真人教学，学习方式多

元化，还有海量学习资料，可真是太

方便了！”

麦巴村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将积极发挥 AI 朗读亭人工智能

技术优势，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推广普及应用力度，营造良好的规

范语言文字氛围。

本报巴宜电（记者 胡文）近 日 ，

林 芝 市 巴 宜 区 觉 木 街 道 举 办 2024

年 度 第 二 届“ 团 结 杯 ”藏 式 骰 子 友

谊赛。

本次活动主题为“传承非遗传

统文化 彰显民族文化自信”，吸引

100 余名藏式骰子爱好者踊跃报名

参与。活动在三个社区带来的具有

民族特色的歌舞《请到工布来》《白

羽毛》《故乡情》中拉开序幕。参赛

者身穿独具特色的民族服装，充分

展示了对藏式骰子的热爱。

藏式骰子也叫“巴热秀”，距今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既是广受青睐

的娱乐活动，更是较量智慧的竞技

活动。游戏过程中，玩家要根据所

需点数念诵不同的骰词，内容涉及

文化、风俗、生活等，幽默诙谐，比喻

贴切，形象鲜明，富于韵律，也是藏

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比赛不仅给参赛选手送上

了 本 地 的 文 创 产 品 和 生 活 日 用 品

等，还为游客和体验者营造了藏民

族传统文化氛围，增进民族团结，有

效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本报泽当电（记者 巴桑旺姆）近

日，贡嘎县吉雄镇深入吉雄社区，举

办“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趣味学习

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和社区群众共

同 朗 诵《民 族 团 结 一 家 亲 同 心 共

筑 中 国 梦》宣 传 资 料 ，彰 显 民 族 团

结 的 力 量 和 共 同 追 梦 的 决 心 。 随

后 ，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我 会 讲 普 通

话”常用词竞答环节将现场气氛推

向 高 潮 。 社 区 群 众 在 志 愿 者 的 鼓

励下，纷纷用普通话自信大方地参

与 竞 答 ，展 现 了 学 习 普 通 话 的 成

果。更有 3 名群众用流利的普通话

向大家自我介绍，赢得在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活 动 不 仅 为 参 与 的 群 众 提 供

学 习 交 流 的 平 台 ，还 准 备 了 雨 伞 、

台灯、帽子、布袋等实用小奖品，让

群 众 在 学 习 的 同 时 感 受 到 社 区 的

关怀。

活动结束后，社区群众尼玛扎

西激动地表示：“这样的活动让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更加自如地运用普通

话 ，不 仅 找 工 作 、购 物 变 得 更 加 便

捷，还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希望未

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

语言技能更上一层楼。”

吉雄镇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

不仅推广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

在潜移默化中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社区的和谐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林芝市巴宜区布久乡麦巴村

AI朗读亭助力群众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林芝市巴宜区觉木街道

举办 2024年度第二届“团结杯”藏式骰子友谊赛

山南市贡嘎县吉雄镇

开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趣味学习活动

本报拉萨讯（记者 赵越）琴声悠

扬，笛声婉转……近日，在拉萨市城

关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非遗民乐

培训班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不

同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在老师的指

导下，认真练习着各种乐器的演奏

技巧。学员从基础的指法、节奏，到

复杂的曲目演奏，每个人都全神贯

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

在成人班中，学员们互相交流

心得，分享演奏经验。每当有人遇

到问题时，大家总是热心地提供帮

助，共同探讨解决方法。在少儿班，

孩子们更是活泼好动。他们在老师

的 指 导 下 ，努 力 学 习 笛 子 演 奏 技

巧。课间休息时，孩子们会围成一

圈，互相分享自己学到的曲目，或是

进行简单的合奏。

据介绍，非遗民乐培训班为公

益性质，免费教授课程，免费提供乐

器（笛子除外），主要是为了向市民

提供一个了解、学习非遗民乐的平

台。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只要有

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都可以在这

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培训班以

向第三方购买服务的形式组建师资

力量，老师不仅注重技巧的教学，更

强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和传

承，让学员在音乐中感受到非遗的

独特魅力和价值。

第一期非遗民乐培训班在 2023

年 10 月结业，此次是第二期非遗民

乐 培 训 班 。 在 第 一 期 培 训 班 结 束

时，还举行了结业典礼。学员们纷

纷登台演出，用音乐诠释了自己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热爱。他

们演奏了多首经典曲目，包括西藏

传统民歌和当代创作音乐，将扬琴、

扎念琴和笛子等乐器的美妙音色展

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培训班真的太好了，尤其是

对我们这些退休职工来说，既陶冶情操

又充实生活！”拉萨退休职工央金说。

拉萨市城关区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非遗民乐培训

班不仅是非遗传承的平台，更是一

个对外开放的平台。我们相信在未

来的日子里，这些学员们将携手共

谱音乐新篇章，为传承和弘扬西藏

民族音乐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拉萨市城关区

非遗民乐培训班开课

妙 音 绕 梁
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自治区文旅厅首次创新性开展大剧院

“格桑花演出季”活动系列演出。

近日，系列演出之一——西藏传统民族音乐会《吉祥妙音》在西藏大剧院演出。音

乐会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西藏自治区藏剧团、西藏广

播电视台、拉萨市歌舞团（曲艺团）、阿里象雄艺术团联合演出。

图为《吉祥妙音》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索朗琼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