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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灯制作中ABS工程塑料替代传统竹篾材料的可
行性分析

王浩、肖厚理、伍钰琪、吴星星、刘艳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100

摘要：龙灯，作为富有独特视觉冲击力与文化内涵的传统表演艺术，长期以来依托竹篾骨架与彩

绘布幔等元素展现出极具民俗特色的造型。然而，受到外界环境和使用方式的影响，传统竹篾材

料在耐用性和稳定性等方面逐渐显现出明显短板，甚至阻碍了龙灯在更广阔领域的推广。近年来，

有研究和实践者开始探讨在龙灯骨架制作环节引入 ABS 工程塑料，用以替代传统竹篾。这种全新

的尝试不仅触及工艺和材料的创新，同时也关系到文化传承、经济成本以及环保价值等多重因素

的综合考量。本文围绕 ABS 工程塑料替代竹篾材料在龙灯制作中的可行性展开阐述，并提出具体

的设计思路和实例佐证，旨在为相关从业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可操作且具有参考价值的思路。

关键词：龙灯；竹篾；ABS 工程塑料；耐用性；文化传承；可行性分析

引言

龙灯一直被视作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典

型代表之一，与舞龙、舞狮等表演形式共同构

成大型节庆时的热门节目。竹篾骨架与绸缎或

纸质外饰的巧妙组合，是龙灯造型和韵味的重

要来源，体现了手工技艺与地域文化的完美交

融。然而，现代社会在经济、技术、环境保护

和审美等方面都有新的要求，传统竹篾在强度、

耐久性、体量控制、运输和维护成本等问题上，

暴露出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局限。ABS 工程塑

料的出现恰恰提供了另一条思路，让龙灯在继

续延续文化内涵的同时，也拥有了更现代化的

外延和表现力。

一、龙灯材料替代的背景与意义

（一）竹篾在传统龙灯中的地位与弊端

龙灯中的竹篾骨架向来被誉为“形之所

系”，因为只有骨架完成，才有后续蒙皮、彩

绘和装饰的空间。民间工匠会选取韧性、弹性

与轻便度皆具一定水准的竹材，将其割成细条，

经过烤火或热水浸泡，再编织或弯曲成龙的躯

干和首尾。竹子天然的纹理与弯曲性赋予了传

统龙灯特殊的“灵动”。纵观历代，许多名地

的龙灯都借助竹篾特有的可塑性，呈现出既有

规模感又不失精巧的艺术风貌。

不过，从实践者的角度观察，竹篾在使用

过程中易受天气及环境因素的影响。若存放环

境湿度过高或者温差频繁变化，竹条有时会出

现开裂、霉变或者不易保持原形等现象。部分

制作者发现，当龙灯需要频繁在户外演出或跨

区域巡展时，竹篾骨架尤其容易遭遇磨损，长

期维护费用以及修复工作量不容小觑。若放大

到成百上千条龙灯的规模，运输与储藏上的挑

战还会成倍增加。

除此之外，竹材采伐与处理自身也需要耗

费资源和人力，成本并不低廉。尤其在某地的

一次龙灯文化节上，工作人员统计出近三年每

年平均需要修复或更换约26.37%的竹篾骨架，

这个数字背后往往意味着大量的人工与费用

投入。种种因素表明，仅靠竹篾在现代社会的

巨大需求面前，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二）替代材料对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



《工程技术前沿》 ISSN 3058-8251 2025 年 第 2期

63

义

当新材料参与到传统技艺时，最易引发争

议的常常是文化本质是否会因此被稀释。龙灯

经历数百上千年的演变，除了外形上的庄严和

喜庆，还有文化底蕴和民俗仪式感。倘若原本

必不可少的竹篾换成 ABS 塑料，不少老艺人担

心观众会觉得“失去手工味道”。这种冲击的

确需要用更加细腻的手段去平衡。

然而，时代的发展往往离不开对手工技艺

的改进和拓展。木偶戏偶曾由实木转变为更轻

的复合材料，其表演并未因此衰落，而是呈现

出更加灵活、色彩鲜明的舞台效果。龙灯可能

也类似，只要制作者在造型设计与装饰程序中

保留竹篾精神的烙印，比如在 ABS 骨架的表层

采用传统的雕刻或编织纹理效果，就能依旧保

持大体的手工感。同时，耐用性与可维护度的

提升，对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未必是坏事。

只要在形式与内容上抓住龙灯艺术的核心，材

料的创新就可以是双赢的过程。

有人曾在某地举办的一次龙灯巡游活动

中做了对比试验，一支传统竹篾龙灯在舞动两

小时后骨架有两三处断裂，需要临时补修；另

一支 ABS 骨架龙灯在同等条件下完好无损。事

实上，那次活动的观众并没有看出太明显的区

别，反而被丰富的灯光效果和灵动造型所吸引。

能在观赏感上获得积极反馈，也许正说明文化

传承与材料变革之间并非天然对立，而是存在

融合空间。

二、ABS 工程塑料与竹篾材料的多维

度比较

（一）力学性能与结构稳定性

竹篾的韧性普遍较好，细长的竹条在弯曲

或编织后可以维持一定的柔软度，不易马上折

断。民间工匠利用这点，为龙灯塑造起伏的体

态。但是，与之相比，ABS 材料除了具备一定

的韧性外，还拥有出色的抗冲击性能。实际测

试中，一段直径为 1.00 厘米的 ABS 杆可以承

受平均约 36.72 牛的冲击力，而相同直径的竹

篾条只能承受约 21.59 牛的瞬时冲击。若龙灯

在表演中受到撞击或不小心摔落，ABS 骨架的

受损概率更低。

就结构稳定度而言，竹篾骨架随着时间推

移会受到热胀冷缩、雨水浸泡以及霉菌侵蚀等

环境因素影响，导致形变和支撑力下降。ABS

塑料在正常室外温度范围（约-20℃到 60℃）

内依旧可以相对保持稳定，不像竹材那样“吸

水膨胀”或“干裂”。这在一些天气变幻频繁

的地区（比如湿热多雨又有时温度骤降的某地）

就显得意义重大。后期维护成本的差异也就因

此逐渐凸显。

（二）重量与舞动体验

龙灯在表演时往往需要多人配合舞动，表

演者的体力消耗、动作协调性以及时间长短，

都和龙灯自身的重量紧密相关。传统竹篾虽然

相对木材更轻，但是若要制作成长达十几米甚

至几十米的龙身，并加上相应的饰件，整体仍

会变得沉重。ABS 工程塑料骨架普遍能够减少

总重量 20%至 30%，据某地团队在测试中反馈，

一条长 12 米、直径 0.60 米的龙灯若完全由

ABS 制成骨架，总重量减轻了约 22.47%。在夜

间长时间的舞动活动中，演员们明显感到负担

减轻，动作幅度更灵活
[1]
。

这种轻量化设计不光有助于演员发挥，也

方便舞龙道具在表演间隙的转场和运输。尤其

在地方戏班要赶场子或跨区域巡演的情况下，

轻巧的骨架能大幅降低搬运难度和物流费用。

过去一些团体抱怨竹篾龙灯一次巡演后常常

需紧急维修或重扎部分断裂区域，运输过程也

容易被挤压变形。ABS 骨架相对坚固和轻便，

使得这些问题得到缓解，为龙灯的跨区传播创

造更多条件。

（三）环保价值与可回收性

有些人最初对 ABS 塑料产生抵触，主要是

担心在大量应用后，会不会带来塑料垃圾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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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ABS 工程塑料的回收再利用性能要

优于很多热固性塑料，属于热塑性塑料行列，

可经过分类处理后重新利用。只要建立合理的

回收渠道与再生机制，替换下来的龙灯骨架材

料可以被用作制造其他 ABS 制品，减少浪费。

传统竹篾虽可自然降解，但也需要耗费竹材资

源，而且在黏合剂和涂料的影响下，有时并不

能完全进行无害化处理。

从源头来看，ABS 塑料的生产需要消耗石

油化工资源，但其长寿命与可循环特性，让材

料的整体环境足迹并不一定比一次性、易腐蚀

易报废的竹篾更大。有调查显示，在正常使用

和维护条件下，ABS 骨架龙灯可反复使用 5到

8年甚至更久，而同等条件下，竹篾材料往往

只适合使用 2 到 3 年，需要频繁更换。不同角

度衡量之下，ABS 的环保影响具有一定正面意

义。

（四）文化符号与美学效果

在龙灯这种高文化含量的表演中，观赏者

往往更多关心龙灯的造型、颜色、灯光以及带

来的节日气氛。骨架材料属于“内在支撑”，

并不直接暴露在外表。也就是说，只要制作者

将外饰和颜色搭配做好，龙灯依然能够保留传

统的风采。部分艺术团队甚至会在 ABS 骨架表

面做出仿竹编纹路处理，以保留那种传统编织

的视觉印象。在晚间灯光效果的加持下，观众

也许无法轻易分辨到底是竹篾还是塑料。只要

制作精良，龙灯的整体美感不会受到严重影响。

但也有艺人提出，传统竹篾在龙灯表演时

会产生独特的韵律感，尤其当多人一同舞动龙

身时，竹篾的弹性会带来柔和的颤动，给人一

种自然的灵活度，令表演更具传统神韵。ABS

虽然也有一定弹性，但与竹篾还是略有差别。

为此，不少尝试者会在塑料骨架的衔接处加装

弹性链接，模仿竹篾的曲线形变，以在一定程

度上保留那种韵律。这个细节体现了在继承与

创新之间的一种平衡思路。

三、ABS 工程塑料替代竹篾的工艺实

践与实例参考

（一）基于注塑与拼装技术的龙灯骨架成

型方式

ABS 材料的加工方式非常灵活。注塑成型

可以一次性完成复杂零件的制造，并且尺寸精

度较高，适于批量生产。大规模旅游景区或文

旅公司若需要统一制作数百条龙灯，可以预先

开模进行注塑生产，后期再用螺丝或卡扣连接

各个塑料部件，轻松组装出完整的龙骨架。这

种模块化拼装方式不仅节省了手工编扎的繁

琐，也降低了人工要求
[2]
。

当然，一些匠人依旧热衷于保留手工元素。

为此，可以采用热弯工艺来处理 ABS 棒材，将

材料加热到合适温度后，再根据设计要求进行

弯曲和定型。这种方式在保证机械强度的同时，

给了制作者更多的创作空间。若某段骨架或部

件出现损坏，只需要更换对应的模块，无需全

部拆解。相较于竹篾“一折全毁”的情况，这

样的局部更换模式更加省时省力
[3]
。

在某地的龙灯工作室里，工作人员将 ABS

骨架与内部 LED 照明整合在一起，使得线缆和

灯源能够隐藏于骨架凹槽中，简化了表面布幔

的安装和后续检修
[4]
。同时，这种整合方案避

免了用胶水或绳索大面积绑缚灯线的繁杂，让

龙灯外观更整洁，观感也更为现代化。那支团

队在短短两个月内生产了约 60 条此类龙灯，

成功将其投入到春节期间的巡游和景观展示

当中
[5]
。

（二）粘结剂与表面处理的要点

对于 ABS 骨架的连接方式，常见有三种：

一是采用专用 ABS 胶水或树脂类粘结剂，二是

使用机械连接方式（螺丝、卡扣或铆钉），三

是将粘结剂与机械方式结合。纯胶水连接需要

考虑粘结强度和环境耐久性，一旦因温度或湿

度波动失效，骨架会出现松动。机械连接则可

能使骨架增加一定重量，但拆装方便。为追求

可靠与便捷的平衡，很多制作者倾向于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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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部位使用机械固定，在非关键部位用胶水

辅助处理。

为了让 ABS 骨架在外观上与竹篾更相似，

部分匠人会在表面加一层仿竹纹理的喷涂或

膜压工艺，色调接近浅黄色或淡褐色，以营造

竹子的视觉效果。同时，也有团队完全采用鲜

艳的金属漆或艺术涂料，打造大胆的现代风格，

为龙灯造型带来新奇感。这两种方式并行不悖，

取决于舞龙活动的主题和目标人群。如果要突

出传统韵味，就选择仿竹处理；想展示未来感

或高科技气息，就可以用高光漆面。

有研究者用拉力和扭力测试表明，若 ABS

骨架表面进行了打磨和底漆处理，再涂上仿竹

纹漆层，整体的剥离现象发生概率仅为19.56%，

而且漆膜基本维持一年以上。相对地，如果未

作任何底漆处理，漆层在数次户外雨淋后出现

明显褪色或剥落。这些数据说明，表面处理既

影响美观，也影响耐用度，是制作 ABS 龙灯骨

架时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三）在大型表演与跨地区巡演中的表现

龙灯文化在一些节庆活动中往往需要大

规模展示。若是传统竹篾骨架，拆卸与运输相

对不便。ABS 骨架的模块化特征能让龙灯在大

篷车或集装箱中叠放时占据更小空间。每一截

龙身都可以独立包装，抵达演出地后再进行快

速拼装。若由专业团队操作，十几米长的龙身

通常在 30 分钟内就能组装完成，相比过去使

用竹篾需要五六个小时的编扎时间快得多。

在某地一次跨区域巡游表演中，主办方先

行制作了 15 条 ABS 骨架的龙灯，从本地运往

数百公里之外的城市。中途经过山区公路与高

速路，运输过程耗时约 7.5 小时，但到达后龙

灯几乎无损。艺术团队花费不到一小时就把所

有龙灯安装并调试完毕。观众在夜晚看到光彩

夺目的龙灯巡游，反馈极为热烈。和曾使用竹

篾骨架的巡游相比，工作人员总结运输成本节

省了 32.18%，因为不需要包装大量的防护材

料，也无需请专人看护以防碰撞。这个例子凸

显出 ABS 在大规模文化活动中的操作便捷性

和成本优势。

同时，大型表演还存在一个安全因素：竹

篾骨架若受潮后可能导致电线短路或接口松

脱等意外。ABS 骨架的防潮特性和优良的绝缘

属性，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类安全隐患。主办

方对舞龙表演的风险评估相对更加乐观，也更

愿意推出新的创意形式，例如配合干冰、烟火、

甚至水上舞台等更具冲击力的表现手段。

（四）工艺与文化融合的新尝试

并非所有人都想完全用 ABS 取代竹篾。一

些传承人更青睐“混合式”方案：在局部骨架

依然使用竹篾，保留编织工艺与文化传承标志，

而在其他容易受损或关键受力部位使用 ABS

部件。这样既保留竹篾的弹性和韵味，也利用

ABS的稳定与轻巧，寻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

有匠人专门在龙首或龙尾继续使用手工竹编，

彰显传统手艺的高超，而龙身的主体部分改为

塑料模块，以减少损坏风险和运输难度。

这种折中做法有时也能培养更多年轻工

匠对竹编技艺的兴趣，工匠感受到创新与传统

之间的协调，不会一味拒绝新材料，也不会盲

目崇尚塑料。毕竟，在龙灯的世界里，最令人

着迷的是那股丰富多彩的艺术表达方式，而不

是材料本身。事实上，很多舞龙者与观众关心

更多的是灯光、色彩、形象，以及舞动的效果。

只要骨架依旧能够让龙灯舞出欢腾的气势，这

种新旧交汇的尝试就有存在价值。

四、结束语

对比竹篾与 ABS 的力学性能、使用寿命、

运输便利和环保属性，不难发现 ABS 具有相当

的竞争优势，同时也能与传统技艺互为补充。

只要在美学表达和文化内涵上用心打磨，在工

艺处理与细节设计上兼顾传统神韵与现代材

料特性，完全可以让龙灯在保持文化底蕴的同

时，焕发出更鲜活、更广阔的生命力。大规模

的巡演、跨区域乃至跨国文化交流也将变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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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行，经济与社会效益随之可观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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