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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古代有陨石落于县境（今方山县最
北边的赤坚岭），古人认为，天降陨石是为凶
恶，要远离凶险，故名离石。另一说，县东北
有离石水，因而取名。据唐《元和郡县图志》
载：“县东北有离石水（今北川河，源头在方
山县最北边的赤坚岭村），因取名焉。”

离石地处山西西部、吕梁山腹地。介于
北纬 37°21′—37°42′，东经 110°55′—111°
35′之间，东西长 44公里，南北宽 30公里，国
土面积 1324 平方公里。1996 年撤县设市，
2004年撤市设区，辖 2镇 3乡 7个街道，2021
年 5月撤并为 2镇 2乡 7个街道办，105个行
政村、85 个社区居委会，截至 2020 年 12 月
底，总人口 45.6万。

离石区的建置沿革，可追溯到战国时
代。离石区，战国为赵之离石邑。秦属太原
郡。西汉置离石县，属西河郡。据唐《元和
郡县图志》载：“县东北有离石水（今北川
河），因取名焉。”东汉永和五年（140 年）西
河郡治迁此，灵帝末郡县俱废。三国魏黄初
二年（221年）复置县。晋属西河国，永兴元

年（304年）匈奴左部帅刘渊起兵反晋，建北
汉政权，置都于离石。后燕置离石护军。北
魏明帝置离石镇，北齐天保三年（552年）置
昌 化 县 。 北 周 建 德 六 年（577 年）县 改 石
州。隋大业初改离石郡。唐武德元年（618
年）复改石州，天宝元年（742年）改昌化郡，
乾元元年（758年）复改石州。北宋至金，县
名俱称离石，属石州。元中统二年（1261
年）县入石州，三年（1262年）复置县。明洪
武 三 年 (1370 年）县 入 石 州 。 明 隆 庆 元 年

（1567年）蒙古陷城之后署州事太原府同知
李春芳因石、失音相同，嫌其不祥改为永宁
州。民国元年（1912年）改永宁县，民国 3年

（1914年）复改离石，民国 7年（1918年）三月
分设离石、方山二县，民国 30年（1941年）析
置离东县，民国 35 年（1946 年）并入离石。
新中国建立后，离石县属兴县专区。

1952年撤销兴县专区后，划归榆次专区
（后改晋中专区）。1954年离石、方山合并，
县名改离山县。1958年离山、中阳合并，县
名复改离石。1971年 5月吕梁地区成立后，

原离石县迁驻柳林，新置离石郊区。10月，
离石县改为柳林县，离石郊区恢复为离石
县。离石县城成为吕梁地区驻地，1996年 5
月离石撤县改市，离石县改为离石市。2004
年 6月吕梁地区撤地改市，离石市更名为离
石区，属吕梁市管辖。离石历史悠久、人文
荟萃。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
生息。春秋属晋，战国归赵，西汉始设离石
县，距今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众多风云人
物曾在此修文重武、建功立业，积淀了底蕴
深厚的历史遗存。魏国名将吴起筑吴城镇
扼守关隘，晋代刘渊起兵立国;马茂庄的汉
画像石、黄芦岭下的北齐长城遗址，成为古
代 文 化 之 瑰 宝 ；清 朝 时 期“ 天 下 廉 吏 第
一”——于成龙曾在境内安国寺读书授业，盛
誉一方；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贺龙、习仲勋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播下革命火
种；养育了贺昌、张叔平、韩昌泰、辛安亭等一
批杰出人才。

离石区位独特，交通便捷。东界汾河谷
地，西界黄河天险，自古为晋西军事要隘和
商贸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今为华北通往
西部的重要中枢。307、209国道交汇市区，
青银高速、太中银铁路穿境而过，环城高速
全线贯通，吕梁机场通达八方，立体式交通
网络已经形成。离石山川秀美，名胜众多。
城区龙凤虎三山对峙环抱，东北南三川挽手
交汇；松柏参天的安国寺，一代廉吏于成龙
读书出仕之地；白马仙洞，以惊险神奇著称，
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岩洞；彩家庄民居，尽显
晋商富甲一方；西华镇天然草场，素有华北
第二大草原之称；原始森林覆盖的“骨脊
山”，有“天下骨脊”的美誉；千年景区集自然
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

参考文献：1、唐《元和郡县图志》；2、《元
和郡县志》；3、《永乐大典》；4、明洪武《太原
志》《汾州府志》；5、《吕梁地名志》；6、《离石县
志》；7、《方山县志》；8、《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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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风 送 爽 ，露 华 正
浓。周日在街上闲逛，看
到 红 彤 彤 的 大 枣 已 经 上
市，令人垂涎。触景生情
缘故吧，思绪直接飞回到
了童年，飞回到了老院，仿
佛又看到老院里的枣树。
峻直的树干上披着油绿的
碧叶，其间缀满了成串成
簇，如翡翠似玛瑙般的果
实。它伴随我度过了快乐
的童年生活，在经济不算
宽裕的年代为我们带来了
甜蜜的果实。

俗语说“枣花虽小结
实成”，枣花没有丝毫娇柔
的姿态，也不像桃花、梨花
那样妖艳动人，但它确具
有 幽 兰 的 品 质 。 每 年 四
月，它那椭圆形的叶片底
端便长出一串串米粒般的
小骨朵，继而开出小黄色，
淡淡的枣花，满院的香气
能醉倒人。

盛夏，油绿的叶子在
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枝
叶疏密交荫，皮干苍劲偃蹇，迎风而立，宛如
一把擎天大伞将整个院子遮盖的严严实实，
给辛苦劳作的人们遮荫蔽日。随着时间的推
移，枣子逐渐长大，先是绿莹莹的青枣，不断
吸收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逐渐发白，继
而枣蒂呈现一圈红色，逐渐红了半边脸，一串
一串地垂在枝头，像樱桃、又像葡萄，咬一口，
像酥梨，嚼一下，像蜂蜜，一直甜到心坎里。

果似玛瑙真脍口，枝如盘龙最经年。金
秋时节，是红枣丰收的季节。“春分一过是秋
分，打枣声喧隔陇闻，三两人家十万树，田头
房瘠晒红云”。诗中所描写的就是枣乡秋季
丰收的景象。那时，红枣的玛瑙红与碧绿的
枝叶相映生辉，如玑似珠，显得晶莹剔透。

每年红枣收获的季节，父亲会选一个风
和日丽的天气带领我和姐姐“打枣”，父亲爬
到枣树上，使劲地摇动树枝，枣子便会纷纷落
下，我们提着竹篮在地上拾红枣，不时地会被
从树上落下的红枣砸在脑袋上，但是丝毫感
觉不到疼，因为心里只有丰收的喜悦。

老家的枣有多种吃法，刚从树上摘下来
的鲜枣可以生着吃，蒸着吃，鲜枣晒干后，可
以煮着吃。还有一种特殊吃法就是腌制成

“酒枣”，用白酒腌制出来的枣。具体做法是：
先找一个坛子，洗净后用淡盐水或高度白酒
消毒后备用。再把个大、无虫害的红枣挑选
出来，用汾酒（普通白酒也可）将红枣浸泡，让
红枣全身沾满酒液，然后放入备好的坛子
里，封口存放在阴凉处保存。这种方法可以
使鲜枣保存较长的时间，腌制 7至 20天把枣
坛子打开，房间里顿时酒香四溢，再看枣比鲜
枣的色泽更亮，咬一口酒香和着枣香沁人心
脾，枣肉由原先的青绿色，在白酒的作用下已
经变成了金黄色。看到刚开坛的酒枣馋得我
们直流口水。因为当时水果品种很少，酒枣
是最可口的一种。

如今随着果树种植技术的发展，不管什
么季节，各种各样的水果都能买到，红枣虽然
已不再是什么稀罕水果，但回想过去，在物质
匮乏的年代能吃到鲜美的红枣，是非常愉快
的一件事，至今我对老家的枣树都是情有独
钟的，每次回到村里，总要回老院一睹枣树的
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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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业年间离石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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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重阳，今又重阳”。这一天，人们
登高望远、观赏菊花、遍插茱萸，思念亲人。

古人以“九”称阳，农历九月初九，两阳
相叠，故称“重阳”。重阳节亦称敬老节，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
春秋战国，屈原的《远游》中就有“集重阳入
帝宫兮”的诗句。到了汉代，过重阳节的习
俗渐渐开始流行。

重阳登高时节，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此
时文人墨客诗兴大发，不由得要借景抒情一
番。例如唐代诗人李白曰：“九月天气清，登
高无秋云。”如此晴好天气，正是登山的大好
季节。诗圣杜甫体现的却是另一种情景：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虽身
体有恙，但诗人登高的兴致却丝毫不减，其
洒脱的性格顿时跃然纸上，令读者回味无

穷。“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
人。”千百年来，诗人王维的《九月九
日忆山东兄弟》，已成为游子思念亲
人的名言，历来被人们所传颂。

对宋代词人李清照来说，重阳节
是一个充满惆怅的节日：“薄雾浓云
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
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
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
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首词道出了
作者与新婚爱人离别的伤感，适逢重
阳，越发悲秋伤别，怎一个“愁”字了
得！

晋代诗人
陶渊明在诗中
写道：“菊花如
我心，九月九
日开；客人知
我意，重阳一
同来。”王勃的

“九日重阳节，
开门见菊花”，都道出了重阳赏
菊的情趣。“故人具鸡黍，邀我至
田 家 ，绿 树 村 边 合 ，青 山 郭 外
斜。开轩面场圃，把酒放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
然诗中的“重阳”是希冀，是期望，更多的是
对田园的向往之情。可见同是重阳，由于境
遇、生活环境、视角不同，作者流露出的情感
也不尽相同。

重阳节我们除了赏菊、饮菊花酒、吃重
阳糕外，更应该常回家看看。陪老人谈谈
心，说说话，传承发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
优良传统，而这也是重阳节所蕴含的意义所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