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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夜晚，一位高三在读学生
在蘑菇云创客空间里免费授课。教
英语？教数学？楼博涵打开电脑，屏
幕上显现出他所教授的课程：ROS。

“有了它，机器人可以动起来。”原来，
在创客空间开课的18岁青年楼博涵
在教机器人操作系统，而他的“学
生”，则是沪上热爱机器人的“80后”
工程师们。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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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深入了解ROS系
统 的 多 是 高 校 或 企 业 专
家。”想学习的市民缺少与
专家面对面沟通的学习平
台。没有平台，为何不自己
打造一个？

高中生怎会想到在创客空
间“开讲”机器人课程？小楼表
示 这 还 要 从 去 年 暑 假 讲 起 。
2015年6月底，从小对机器人感
兴趣的他联系到了以色列本·古
里安大学的一位教授，带他“入
门”学习机器人操作系统。

独自到以色列上学的他在
五周的学习时间里，自己一人在
当地社区租房。每天骑车到大
学的机器人实验室与当地学生
探讨问题。有时学到忘记了时
间，在实验室研究ROS直到凌晨3
点。

ROS并不是机器人操作系统
中最好的，小楼向青年报记者介
绍，每个机器人公司有自己的软
件，但ROS系统则免费且开源，所
有研究ROS系统的爱好者可以互
相合作帮忙书写机器人程序。
正因此，零基础的学习者可以跨
过这“低门槛”，快速上手，让机
器人按自己的想法“动起来”。

短短五周的学习结束，从零
开始学起的小楼在电脑软件上，
可以熟练地让一个绿色小乌龟

自如地在屏幕上走动。实体的
机器人也可在他编写的程序的

“指导”下拿起桌上的杯子。
假期结束、回到国内后对

ROS仍想探究的小楼，开始在上
海寻找机器人兴趣组。“上海深
入了解ROS系统的多是高校或企
业专家。”小楼发现，民间没有
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的学习小
组，想学习的市民缺少与专家面
对面沟通的学习平台。

没有平台，为何不自己打造
一个？行动派的小楼抱着这样
的想法，先找到了在浦东蘑菇云
创客空间实习的“小伙伴”，在朋
友介绍下认识了创客空间的负
责人。在聊了几次之后，负责人
觉得“这孩子有想法”，无条件地
支持他在创客空间开设机器人
课程，并帮忙在线上线下推广。
在开课前夕，负责人还让他到新
车间、蘑菇云创客空间做讲座，
来宣传他的独家课程。

“抱着分享的态度给大
家讲课，是很自然、很开心
的一件事情。”“坚持免费，
我被每个周日坐两小时地
铁到张江上课的爱好者所
感动。”

第一次开课是在去年底的
一个周末下午，沪上31位工程师

闻讯赶至创客空间，听这位年轻
人介绍ROS系统。台上的楼博涵
在众多“哥哥级”学生面前，一开
始难免有些紧张。不过一讲起
他熟悉并热爱的ROS时，小楼就
完全放开了。他表示：“抱着分
享的态度给大家讲课，是很自
然、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小楼在第一次课程上准备
了28页中英文PPT。单讲一次课
容易，能让学生一直“买账”，可
不是易事。两周后的第二节课
上，楼博涵发现听他分享介绍的
学生不减反增，这更激励他将所
学倾力分享的决心，而这一做就
坚持了五个月。其间，他联系了
华东师范大学智能机器人运动
与视觉实验室，实验室的老师听
闻他在上海公开分享会，便无偿
借给他一台机器人用做研究和
教学。小楼的课程也添了不少
体验环节，让爱好者切身感受到
机器人编程的成果。

准备上课、制作课程PPT、自
带电脑、投影仪……因为这ROS
课程，小楼周末的休息日也因此
忙碌了不少。通常小楼完成学
校作业时已至深夜，但为准备
ROS分享课，他还是坚持打开电
脑，找寻国外新的研究成果以及
示范资料。有些朋友建议他收
些费用，但被小楼却果断拒绝。

“我坚持免费，一是因为在上海
乃至全国，目前还没有技术含量
高且免费的ROS工坊，二是我被
每次周日坐两小时地铁到张江
上课的爱好者所感动。”

一群科技热爱者，致力于让
机器人亲近普通市民，秉持这样
想法，小楼还创建了网页供学员
自取分享。“课程的受众面有限，
网络却可及时有效地传播。”小
楼将自己制作的课程PPT以及搜
索获得的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约
翰霍普斯金大学的ROS学习资源
放到了网上。同时，ROS微信群
也在他的组织下，吸引了143位
工作多年的工程师加入。

郅新华是沪上做工业自动
化的工程师，自一开始就跟着小
楼学习机器人系统。如今已经

有孩子的他很难相信面前有条
有理讲述操作系统的是一位高
三的学生。“一位高三学生自发
去学机器人系统，并能有条理地
给我们讲清楚，实属不易。”不过
他也表示，小楼毕竟也在学习的
阶段，遇到突发的问题时，还是
需要通过查阅资料等方式才能
解决。同样身为学习者，小楼也
坦言有时候在操作时遇到问题，
他也无法一下给出答案。不过
追求突破的他可不会被问题打
败，抽空他便登录论坛，集大众
智慧解决问题。就像小楼在自
创的网页中说的那样：“不用害
羞。我们都在一起学习！”

小楼表示，学习技术是一个
积累的过程，平时周末他除了上
课，就是不断将143名学员在操
作时发现的问题汇总答疑。今
后，他打算尽量多建立免费工
坊，邀请机器人行业的嘉宾，借
开讲座与讨论会普及机器人操
作程序知识。

“说不定就像比尔·盖茨
一样，遇到好的机会我就休
学创业了。”“回国是趋势，
工作创业还是要在国内。
一方面因为家在这里，另一
方面上海的迅速发展需要
人才。”

未来有何打算？这位“95
后”小伙希望接触更多更新鲜的
人和事。

七岁后，小楼跟随在美国深
造的父母回到上海。从小在英
语环境下长大的小楼英文水平
一直不差。在上海市民办中芯
学校读高中的他每选择一门课
程时，总会多去看一些英文的内
容扩展视野。上电脑课时，他会
查一些国外的电脑培训课程，对
比同样用C语言，还可以做出什
么花样的内容。

读一个有意思的专业，和一
群小伙伴找一个项目做研究，

“说不定就像比尔·盖茨一样，遇
到好的机会我就休学创业了。”

小楼看来，创业是自己的不二选
择。喜欢创新的小楼周末经常
去静安区的“老车间”创客空间
跟年纪比他大的青年共同沟通
新想法。时间长了，他越发享受
同这些五湖四海的创新者聊
天。他们身上的果敢也吸引他
今后自己创业。

“年轻人有想法，有冲劲，为
何不自己做出一番天地？”虽不
知今后的方向，但是小楼如今正
在申请美国常春藤大学就读，并
已下定决心回国内发展。“回国
是趋势，工作创业还是要在国
内。一方面因为家在这里，另一
方面上海的迅速发展需要人
才。”

楼博涵说自己是“不怕失
败”的小伙子，对这四字最深的
体会，源于在以色列的日子。小
楼在去异国前，曾向他感兴趣的
以色列学者以及企业家发邮件，
请求“当面聊一会”。“曾经看过
报道，以色列每2000人里就有1
人创业。我一直很好奇是什么
打造了‘创新创业国度’。”想一
探究竟的小楼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向他们发送了邮件。没想
到，他陆续收到了十位CEO的下
午茶邀请。和他们聊天过程中，
楼博涵才知道面前身价过亿的
企业家创业路并非一帆风顺。
失败、破产，反复多次的经历却
未挫败他们想“创”出一片天地
的决心。“一位当地企业家告诉
我，身边10个人创业，7个会失
败，但失败不能阻挡前进。”蓄势
待发的楼博涵明白，喜悦与成功
源于勇敢尝试。

高三生坚持免费在创客空间讲课
上课内容：机器人 授课对象：沪上“80后”工程师们

楼博涵（左）与热爱机器人的外国小伙伴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楼博涵（左）在创客空间上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