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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数百年，随着政权变换，泽普亦曾归于田或龟兹。

直到东汉元和二年（公元 85 年），班超发诸国，泽普重新归顺

中央政府。

汉末至北魏，莎车并于疏勒。从隋唐开始，泽普大体上与

莎车一道，不断处于动荡中，这片叶尔羌河流域发生的纷争仍

然在持续。

清朝康熙年间，泽普附属于准噶尔部。清乾隆二十三年（公

元 1758 年），泽普发生了一件大事：为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乾

隆以定边将军兆惠为统帅，率大军从伊犁进发在叶尔羌城外 40

公里的黑水河畔（今泽普县依玛乡古勒巴格村），成功击败叛军，

谱写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赞歌，史称“黑水营之战”。

在当下前往古勒巴格村，能见到一所教经堂。泽普县叶尔

羌河民俗文化博物馆的讲解人员告诉我，其是喀什地区规模最

大、历史最悠久的教经堂之一，据说是当年清政府为回馈泽普

当地百姓所建。在它的门楼顶部，绘有道教太极图案，凸显特

殊的历史文化价值。

清朝廷平定大小和卓后，在泽普建军台，设波斯坎驿，置

六品喀孜伯克署事，辖于叶尔羌办事大臣。此后泽普先后归莎

车府与叶城县管辖，直至民国 10 年（公元 1921 年），泽普县

从叶城县析出，于 11 月 10 日正式建县。

新中国成立后，泽普县普选委会于 1953 年成立，通过首次

选举，产生乡人民政府。2023 年 1 月，泽普县获评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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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普与“叶尔羌”这个名字的羁绊，从“叶尔羌河民俗文

化博物馆”这个场馆名称可见一斑。作为泽普人民的母亲河，

叶尔羌河向世人诉说着关于这片土地的一切风土人情。想要了

解泽普，理解泽普，叶尔羌河是绕不开的内容。

今年，我又一次到访泽普。这一次，时间选在了深秋的金

色胡杨铺满泽普之前。见过泽普在他人旅游攻略里所谓“最美

春夏时节的金湖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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