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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启航，心里种下“计算
机”的种子

尼玛扎西1964年出生于拉萨。
在他出生的第二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

立。经历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社会主义
新西藏百业待兴、生机勃发。

与父辈不同，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尼玛
扎西接受了较为完备的现代教育。

在父亲阿觉眼里，尼玛扎西是个让人省
心的孩子，“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爱问问题
了，很多问题我都无法解答。”阿觉回忆，以前
骑自行车送尼玛扎西上学，一路上，他都会问
个不停。“爸爸，飞机那么重怎么能飞上天？”

“爸爸，收音机里怎么能说话？”……为了满足
孩子的求知欲，阿觉给小尼玛扎西购买了《科
学画报》《少年科技》等科普书籍，引导他自己
去寻找答案。

慢慢地，一颗名叫“计算机”的种子根植
在了尼玛扎西心里。

1983年，尼玛扎西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毫
不犹豫地填报了华东师范大学。被问及原
因，尼玛扎西坚定地说：“因为只有这里招收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

当时，来自偏远地区的高考生要读预科，
再根据预科成绩重新填报专业。计算机专业
属于前沿专业，预科结束后，负责填报专业的
老师担心尼玛扎西无法跟上学习进度，建议
他转学文学专业。尼玛扎西拒绝了：“基础
差，我可以付出百倍的努力。”

就这样，尼玛扎西如愿入读了华东师范
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我的知识水平跟其他同
学比的确差距很大，但我不能退缩，一刻也不
能停下。”尼玛扎西咬牙坚持着，最终怀揣累
累学习硕果回到了西藏。

从零开始，研发藏文文字处
理系统

1988年，尼玛扎西大学毕业回到西藏，在
西藏大学任教。

当时的西藏大学仅有一个与“计算机”相
关的部门——计算机教研室，隶属于数理系，

这里有几台由兄弟高校捐赠的较为先进的准
16位处理器电脑。

“当时会使用电脑的人非常少，这几台电
脑几乎无人问津。”尼玛扎西下决心要把这些
电脑用起来。微机室里有一沓厚厚的磁盘和
一堆堆的技术资料，他把磁盘和资料一个一
个、一件一件地打开，一边认真钻研，一边再
教给学生。至此，西藏大学的“计算机课”慢
慢走上了正轨。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次偶然的
机会，尼玛扎西发现，西藏大学的人事管理全
靠人工。“有没有可能研发一套人事管理系统
或者工资管理系统？”尼玛扎西决定试试看。

后来，不仅西藏大学用上了尼玛扎西研
发的系统，便捷的操作也让这套工资管理系
统很快在西藏不少单位普及开来。这套系统
的成功应用给了尼玛扎西不少信心，他开始
开发一些轻量级的软件系统，并将其应用于

日常的教学和工作。
渐渐地，尼玛扎西发现，在西藏开发软件

最大的需求之一是藏文信息处理，但当时的
电脑里无法便捷地实现藏文的输入和输出。

“想在电脑里便捷地输入和输出藏文，就
需要一个藏文文字处理软件，这个属于文字
处理系统的范畴。”尼玛扎西告诉记者，从大
学开始接触计算机到开发一些简单的应用，
他接触的都是通用的计算机知识，但如果要
开发藏文文字处理软件，就需要精通文字处
理系统，这对于尼玛扎西来说，是个不曾涉足
且完全未知的领域。

尼玛扎西又拿出了他的钻研劲头，一头
扎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并联系昔日的同学、老
师，四处拜访专家，最终研究出了文字处理系
统，实现了藏文的便捷输入和输出。

这套系统的成功应用，让尼玛扎西在藏
文信息处理领域一举成名。

勇挑重担，制定藏文编码字
符国际标准

不久后，新的难题摆在了尼玛扎西面前。
当时不只是尼玛扎西在开发藏文处理软

件，其他一些比较有规模的公司也在开发相
关软件。由于藏文信息交换代码标准不统
一，不同机构开发出的软件无法实现信息共
享。不同系统之间无法实现兼容，藏文的信
息化又卡在了“交互”的关口上。

正当尼玛扎西为此一筹莫展时，接到了
研究制定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标准的
任务。当时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对
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正在使用或者曾经出现过
的文字制定全球化标准。在国家有关部委的
统一部署下，西藏自治区承担起信息交换用
藏文编码标准化的任务。

接到这个任务，尼玛扎西深感义不容辞，
带领团队学习了解ISO系列参考文献，研究相
关技术方案。当时，别的国家也启动了《信息
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相关研制
工作。为了尽早提交高质量的标准提案，尼
玛扎西和团队成员们不敢多休息，夜以继日
地研究制定标准方案并不断向ISO相关机构
提交提案。

“大家都憋着一口气，藏文的故乡在中
国，这份标准理应由中国来出！我是共产党
员，更应该起带头作用！”尼玛扎西说。

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由中国研制的《信
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提案，于1997年7
月在希腊举行的第33届WG2会议及SC2会
上正式获得通过，成为《通用多八位编码字
符集》藏文编码国际标准，使藏文成为我国
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相关国际标准
的文字。

藏文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信息化和数字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藏
文国际标准的制定让藏语文在信息时代焕发
了新的生命力，也奠定了目前我国在国际藏
文信息系统技术领域的引领和主导地位。”尼
玛扎西的话语中流露着满满的自豪。

（记者汤铭明索朗群培康洁白姆次仁平措
晋巴次成 洛桑平措 对本文亦有贡献）

让藏文在信息时代焕发光彩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教授尼玛扎西（上）

西藏日报记者 王雅慧 王雨霏

2023年11月22日下午5时许，在西藏大学工学实验楼一楼的办公室里，博士生道吉扎西和他的同学们紧张地一遍又
一遍刷新着中国工程院官网……

期待中，网站终于弹出一则消息——《关于公布中国工程院2023年院士增选当选院士名单的公告》。“当选了！教授当
选了！”道吉扎西一眼就在公告中发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人群一下沸腾起来，他们起身互相击掌，激动不已。

学生们口中的教授，正是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尼玛扎西。尼玛扎西长期从事藏文信息
系统技术研发及工程化应用，开拓中国藏文信息技术研究新领域，被誉为“西藏IT之父”。

“教授当选，实至名归！”在亲眼见证尼玛扎西在科研和教学中付出艰辛努力的师生看来，这个结果是必然的。

追随榜样脚步激发奋进力量
西藏日报评论员

总有一种精神，贯通时空、烛照前路；总
有一种力量，生生不息、催人奋进。

翻开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教授尼
玛扎西潜心科研35载的履历，我们看到一个
新时代追梦人的形象，看到一位科技工作者
对国家振兴、民族复兴的不懈追求，看到中国
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在高原大地的生动
诠释和价值体现。他身上，那种坚守初心、矢
志报国的信念感召着我们，那种迎难而上、勇
攀高峰的勇气担当激励着我们，那种克己奉
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鞭策着我们，那种立
德树人、育人铸魂的师者精神鼓舞着我们。

研制藏文信息处理领域相关国际标准并
推广应用，奠定我国在国际藏文信息系统技术
领域的引领和主导地位；推出藏文版数字和智
能移动操作系统，让古老藏文在信息化时代焕
发新彩；深耕藏文古籍文献数字化技术，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始终奋战在教学一
线，为西藏发展进步培育输送一批批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尼玛扎西的事迹，孕育于“让广
大群众都能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朴
素理想，植根于西藏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
践沃土，一件件一桩桩，无不彰显着信念如磐
的政治品格、守一不移的家国情怀、精益求精
的工作作风、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他以实际
行动诠释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诠释了“缺氧
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

精神品格，为一代代高原共产党人铸就的精神
高地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在今年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研人员志
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勉励两院院士

“当好科技前沿的开拓者、重大任务的担纲
者、青年人才成长的引领者、科学家精神的示
范者”，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觉把学术追
求融入建设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第一要
义。赤诚的报国之志、浓烈的家国情怀，正是
尼玛扎西心中最炽热、最真挚的情感力量，是
他最质朴、最深沉的行动表达。“我是沐浴着
新西藏的阳光，在党和国家培养下成长起来
的藏族知识分子。国家和社会需要时，我不
上谁上？”朴素的话语，凝结着拳拳爱国之心，
折射着熠熠报国之光。正是这份“以身许国，
何事不可为”的时代志气，这份将爱国之情化
为报国之行的坚定信念，激励他带领团队在
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攻坚克难、顽强拼搏，为西
藏信息化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向
尼玛扎西学习，就是要学习他坚定的理想信
念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始终胸怀“两个大
局”、牢记“国之大者”，坚持祖国和人民的利
益高于一切，把自身价值与党和国家的事业

相对接，把个人使命与民之所盼相融合，把个
体奋斗融入实现中国梦的时代洪流中，努力
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尼玛扎西立足本职岗位，用责任、毅力与
担当书写了一个个创新奉献的故事，在推动
西藏信息化水平的道路上走出了新时代科技
工作者的风采。不断奏响科技兴藏的时代强
音，必然呼唤更多像尼玛扎西一样勇立潮头、
锐意进取，争做时代先锋、社会砥柱的科技工
作者。我们向尼玛扎西学习，就是要学习和
践行新时代优秀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
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
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
后学的育人精神。各地各部门要加大对广大
科研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加强对科研活动
的服务保障，为他们潜心科研、放心发展、舒
心生活创造良好环境。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
对标榜样、见贤思齐，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
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真正把论文
写在高原大地上，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
度进军。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
的是精神。在西藏历史性巨变的宏伟进程
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艰苦奋
斗，孕育、实践、传承、发扬的老西藏精神、“两
路”精神等在赓续中焕发出跨越时空的力

量。以尼玛扎西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身上
体现的坚守与担当、忍耐与奉献，正是老西藏
精神、“两路”精神在新时代葆有强大生命力
和感召力的生动见证。我们向尼玛扎西学
习，就是要牢记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等精
神是任何时候都要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不
竭动力源泉，自觉当好其守护者、传承者、实
践者，在深入抓好“四件大事”的恢宏实践中
挥洒汗水、无私奉献，以排除万难、啃硬骨头
的勇气和韧劲扫清一切障碍、克服一切险阻，
坚定不移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
画的宏伟蓝图不断变为现实，推进新时代西
藏工作阔步向前。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
榜样引领。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宏
图铺展，奋力推动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其
时已至、其势已成。精神薪火相传，事业接力
前行。砥砺“四个创建”壮阔征程，我们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以先进为旗、以榜样为镜，同
尼玛扎西一样坚定做秉承初心的追梦者、锐
意进取的开拓者、脚踏实地的实干者、默默耕
耘的奉献者，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以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登
高行远、砥砺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西藏贡献智慧力量。

图为尼玛扎西在查阅藏文信息系统技术资料。西藏日报记者 索朗群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