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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
史话

在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中，云岗这块

风水宝地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国宝”级

人才为祖国的航天和国防事业投入了大

量的智慧和心血，为中国梦、航天梦、强军

梦的实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航

天三院等科研院所为代表的航天人，不

仅有为国铸剑、服务国家安全的大格局，

也有热爱家国、热爱生活的大情怀。他们

在服务国家发展的同时，用勤劳的双手

建设着美丽家园。60多年来，经过一代又

一代云岗人的不懈努力，把过去的盆子坑

儿，变成了京西航天城，使云岗成为永定

河畔的明珠；把从前一片光秃秃的山坡，

变成如今的“云山叠翠”云岗森林公园，

使云岗成为生态文明街道的典范……

这里是导弹事业的起步之地，1957

年12月，我国第一个导弹专业训练机构中

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在云岗成立，

云岗成为中国最早有导弹的地方。这里是

航天产业的发展之地。航天科工三院集

预研、研制、生产、保障于一体，是中国飞

航导弹武器装备研制生产基地；航天科

技十一院是我国第一个大型空气动力研

究与试验基地，是中国空气动力研究的核

心机构；航天科技六院101所拥有我国航

天唯一的液体火箭推进剂研究中心。

作为河西地区最早城市化、工业

化的地区，云岗充分运用科技、生态两大

“名片”，建设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生

态航天城。

站在18米高的镇岗塔前，我们看到的是古代建筑的艺

术精品。据罗哲文等著《中国名塔》介绍，塔的底座为八角

形，每边长3米，总周长24米。基座上部用砖雕制出斗拱，在

拱眼壁上雕刻盛开的盆花、凶猛的兽头，每面都由短檐、斗

拱、瑞兽构成一幅独立画面。西北面拱眼的画面最传神，壁

下雕有神像，中间为鹰嘴，右手执锤，形象生动，有如传说中

的雷公；旁边左为文官，右为武士，雕刻均极精细。东、南、

西、北四正面为菱形格子门，其余四面作直棂窗。

顺着塔身往上看，是一个须弥座，座上密布七层佛龛

相错环绕而上且逐渐向内收拢。每层各有佛龛18个，内有

石雕佛像。第一层佛龛为云楼阁式方塔，自第二层以上均

为单层亭式方塔，每面雕有坐佛像，有的高举双手，有的单

手独举，有的双手合十，神态生动庄严。塔的外形有明显的

收刹，有如锋利的短剑插在了山岗上。

镇岗塔是一座浓缩了古代建筑艺术精华的实心花

塔。在佛教中，花塔又称华塔，是对《华严经》中所描绘的

华藏世界的立体呈现。镇岗塔弱化了登高眺览、导航引渡

等实用功能，突出了佛教义理的艺术表达。整座塔喻示着

《华严经》描绘的宇宙图景，莲苞状塔冠喻示由地水火风

组成的物质世界—香水海，七层塔冠上的111个亭阁式佛

龛，喻示着香水海中的111个世界种，每个亭阁式佛龛喻示

着一个世界种，而每个世界种中都包含20重世界，每重世

界里都有无数个类似娑婆世界（银河系）似的星系，地球所

在的娑婆世界（银河系），和西方极乐世界都在同一个世界

种的第13重世界中，这些未知世界等待人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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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岗塔是云岗人心中保护家园的文化符号，位

于北京丰台西南角，北仰燕山，南俯华北，西承太

行，东接卢沟，燕赵大地，人杰地灵。

云岗地区在明、清两代分别隶属于宛平县和房

山县，民国后期，改隶良乡县。1957年建国防部第五

研究院三分院职工家属住宅区。1958年6月，撤销良

乡县建制，该地划归丰台区管辖。1964年12月，更名

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简称七机部三院。

1988年3月改称航空航天工业部第三研究院，简称

航天部三院）家属住宅区。1966年3月，成立云岗地

区办事处，居民仍由七机部三院管理。1969年11月，

办事处划归地方，为丰台区政府派出机构，地区办

事处改称云岗街道。从隶属沿革可见，云岗曾是县

区交界、城乡交界，地理上还是山区平原交界，它不

仅功能颇多，还同样有着丰富的历史沿革。

云岗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历经沧桑，留下宝贵

历史的遗迹；云岗又是一片充满新生的土地，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一批科技精英在航天三院，为国防科

研领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如今中国航天科工

三院的办公大楼也成为了云岗的一大标志，三院的

建设可谓开创了云岗的新纪元。

镇岗塔的具体建造年代和功能作用已不

可考，只能掌握到它建于约800多年前，这种模

糊的历史也就给了人们无限的遐想空间。关于

镇岗塔的由来，在它所矗立的云岗一带，流传

着许多美丽传说和历史趣闻，有的说这里有庇

佑后代昌盛的龙穴，有的说镇岗塔有着“宝塔

镇乌龙，万岁得安宁”的镇邪除恶作用。

镇岗塔建成后经过几百年，于明嘉靖

四十年（1561年）得以重修，而塔前原有的

明嘉靖四十年刻的《重修镇岗古塔碑记》石

碑，现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了拓片，现存于国

家图书馆。

镇岗塔有着自己曲折的艰辛历史。据云

岗的老人讲，此塔经过800多年风雨侵蚀，已

显残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塔经受了更

大的摧残：日军占领北京时期，塔底部一角

和塔刹曾遭日本侵略军炸毁。日军多次以塔

为靶发射炮弹，妄想从塔中取宝。日本军队

还曾在塔下埋炸药炸塔，把塔的下半部炸开

一个1米深的大洞，但古塔巍然屹立，日本兵

认为是神灵显圣，只好罢休。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镇岗塔才得到了

很好的保护。1957年，镇岗塔被公布为北京

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有关部门进

行过一次修缮，补砌被毁的塔基。后又加固

塔下护坡，重修塔基，还装置了避雷针。镇

岗塔周围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塔下北侧原

有一条通往京城的要道，虽是繁忙的驿道，

可崎岖有如蜀道。这条大道是长辛店通往

大灰厂、门头沟地区的大路，行人、马车、骆

驼队由长辛店、朱家坟过蟒牛河，因为塔的

存在，必须往北绕一个横式U形大弯，这条

弯路有四五公里长，人们要经过二老庄到

张家坟后往西拐，爬过镇岗塔山坡，下山坡

经云岗村，再往西去，通行十分不便。1959

年，朱家坟桥西边的山坡劈山开洞，并修建

云岗路，行人车辆不用再往北绕弯，可以

直接往西行驶，出行也变得便利多了。改

革开放后，原来弯路全部建成柏油路，镇

岗塔下的道路成为如今的镇岗塔路。1982

年，镇岗塔经整修后焕然一新，重修塔基

并安装了避雷针，加固了古塔北侧的 护

坡。2013年，镇岗塔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经几次修整，镇岗塔再现中华文化光

辉，古朴典雅地傲立山岗，成为云岗一带独

特的历史遗迹，似乎倾诉着历经沧桑，也在

憧憬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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