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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藏品凸显沈阳民族工业力量

刘凯平创办“老火车”牌牙粉抗击侵略
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老火车”是上世纪初叶，沈阳民族工业企业家刘凯平为抵制日本经济侵略而创立
的牙粉品牌，它因物美价廉成为百姓的首选，成功击败这一领域的所有日本产品。“九一
八”事变后，刘凯平积极支持抗日救国，被捕后遭受酷刑仍坚持斗争，即使在就义时，不
忘将毒酒碗扣到日本侵略者的头上。

核心
提示

9月3日，沈阳收藏家高大航专
门向“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捐赠了
一件早期“老火车”牌牙粉盒。一个
不起眼的小物件引起了各界的关
注。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高大航，
挖出“老火车”抗日的故事。

“老火车”牌牙粉盒成为高大航
的藏品有其家庭的原因，从他祖父
那一辈开始，家里就非常注意收藏
一些民间的瓷器、老物件。在他的
记忆中，家里的第一件“老火车”牌
牙粉盒是祖母留给他的。

因为那个牙粉盒外形精巧，图
案美观，里面有一股独特的香味，具
有防虫蛀的功效，所以被他祖母用
来盛放家中较为贵重的首饰。

牙粉盒引起高大航的重视始自
1987年，那一年他得知一个重要信
息，经辽宁大学教授李湘的调查研
究和奔走呼吁，人们终于从史海当
中还原了一位在沈阳奋斗过的民族
工业实业家刘凯平的事迹。刘凯平
在上世纪初叶不仅创立了自主研制
的牙粉，有力地抵制了日本在这一
领域的经济侵略，还积极支持抗日
斗争，并且为之献出宝贵的生命。
1987年 6月 25日，经国家民政部门
批准，刘凯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高大航说：“得知这个消息后，
再拿出家中珍藏的这件牙粉盒，就

感到格外的宝贵。国仇家恨的原
因，我对抗日英雄特别敬重，总希望
能为宣传他们的抗日功绩尽一点儿
自己的微薄之力。”

他为记者找到数年前的一份报
纸，上面刊载了《瞧这老高家，真高》
一文，讲的就是高大航一家几代人
身材高大超出常人的故事，难能可
贵的是他还收藏有爷爷高林俸成年
后留下的照片，这张老照片经由中
国刑警学院首席教授赵成文研究，
从人体测量学角度分析，照片中的
高林俸身高在2.08米。这个身高在
上世纪30年代属于相当高了。

然而这个突出的身高却为高林
俸带来了杀身之祸。“九一八”事变
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一步步踏向
东北各地，高大航的老家昌图县八
面城镇也进驻了日本兵。高大航听
村里老人讲，日本兵进城后，被爷爷
的身高吓了一跳，连连说“太高了”，
然后便打起了歪念头。

不久，他们就不由分说，将高林
俸带入军营关了起来。那时候东北
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日本兵无聊的
时候，就用铁链拴在高林俸脖子上，
后来看他老实又换了绳索，牵着他
像展示动物一样挨个军营转，供日
本兵参观。每到一处，爷爷就被日
本兵团团围住，或者比身高，或者拧

一把、踢一脚，消遣取乐。
高林俸不堪屈辱，被折腾得生

了病，这才被日本兵放回家。然而
时年36岁，正当壮年的高林俸回家
一个月的光景便含恨离世。

高大航有很多头衔：沈阳市收
藏家协会理事、沈阳市大东区政协
文史馆研究员、沈阳市首届十大藏
宝家、沈阳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等，
发掘本地历史已经成为他的行为自
觉。他告诉记者：“了解我的家世，
才能理解我们发现沈阳本地还有这
样一位实业救国、为国捐躯的英烈
时的那种激动心情。”

此后，他投入相当大的精力收
藏各个时期的“老火车”牌牙粉盒、
包装袋等文物，尽管这些是至少 60
年以前的老物品，但他还是收获颇
丰，目前藏品已有数十件。

高大航说：“我们收藏文物不是
想让它们沉默，而是想让它们站出
来给后人讲述当年的抗日故事。”

从 2016 年起，他已先后 3 次向
各大博物馆无偿捐赠自己收藏的有
关文物。在沈阳市大东区天润广场
新华书店，高大航与收藏家协会的
朋友们还布置了一个展柜，最近他
们正在调整展出物品，计划推出一
期以“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为主
要内容的展览。

收藏者：展现的是国仇家恨

只要有机会，高大航都要向人们
宣讲曾经在沈阳实业救国的抗日英
雄的故事，尽管鲜为人知，但是刘凯
平的事迹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并
整理出来。

1890 年，刘凯平出生于义县高
台子镇北砖城子村的一个普通农民
家庭。因家境贫困，少年刘凯平仅在
邻村读了4年私塾就被迫辍学。他
聪颖好学，村里来了修表匠、小炉匠、
金匠，刘凯平就跟着看他们干活儿，
有时连吃饭都忘了。16岁那年，刘凯
平来到锦州一家学堂当杂役。他在
工余时间主动去听课，老师见他好学
上进，便时常为他补课。在学堂的两
年里，刘凯平学识大有长进。

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下，刘凯平
来到省城奉天，进入一家工厂学艺。
有一次，日本师傅骂中国人，“不如
狗，连一袋牙粉都得买外国的”，刘凯
平怒不可遏，据理力争，因此被开
除。1913年，刘凯平托人在奉天西华
门外租了两间土房腌制、销售咸菜。
他天性聪明，做什么事都善于思考，

腌制的咸菜质量上乘、口味独特，迅
速打开了销路。

忙于咸菜生意之余，刘凯平一直
没停下文化学习，还经常到当时的青
年会阅读书报。1914年春，刘凯平在
上海出版的一个刊物上看到一篇介
绍牙粉生产技术的文章，回想到日本
人借牙粉对中国人的侮辱，刘凯平决
心制造中国牙粉与日本牙粉抗衡，为
国争气。

他一面按照杂志介绍的方法试
制，一面进行市场调查。当时，人们
的卫生意识已有所提高，刷牙的人日
渐增多，但国内特别是东北地区牙粉
短缺，被日本品牌垄断，牙粉价格高
昂，多数人只好以盐水刷牙，人们期
盼着国产物美价廉的牙粉出现。

于是，刘凯平向舅舅借了200元
奉票，开了一家制造牙粉的小工厂。
最初的牙粉为“地球”牌。不久，首批国
产牙粉投放市场，物美价廉，大受欢迎。

1915 年，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
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二
十一条”的斗争，抵制日货运动风起

云涌，刘凯平的国产牙粉生意更加兴
隆。但因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经营多
年，又有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当时
每年倾销于辽宁的日本牙粉仍以数
十万件计。对此，刘凯平毫不畏惧，
努力扩大生产规模。

1921 年春，刘凯平将工厂迁至
东升染房胡同新租赁的6间房子里，
定名“同昌行牙粉工厂”。在他的精
心研制下，牙粉配方和用料均有改
进，一种色泽洁白、清凉爽口、气味芬
芳的新品种牙粉面世。刘凯平为其
起名为“老火车”牌牙粉，以此象征中
国要日进千里，并在外包装上印了4
个鲜红的大字：“提倡国货”。

“老火车”牌牙粉面世后，以其质
优价廉而备受人们青睐，对日本牙粉
的攻势也更加凌厉。据有关资料记
载，上世纪20年代，日本铁盒牙粉在
辽宁地区售价为每盒0.5元，袋装牙
粉为每袋0.23元，而同样包装的“老
火车”牌牙粉售价分别为 0.21 元和
0.1 元。很快，“苦林”“狮子”“司毛
卡”等外国品牌牙粉无人问津。

办实业：抵制日本产品

高大航说：“在日本经济、军事
侵略日益加剧的年代，不甘做亡国
奴的爱国志士不仅仅做经济斗争，
还大多参加了更广泛的爱国救亡运
动，刘凯平更是如此。”

刘凯平在经营实业的百忙之中，
时常去阎宝航领导的基督教青年会
学习，并结识了杜重远、车向忱、卢广
绩等人，还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
组织“反帝大同盟”，在老沈阳南站等
地演讲、散发传单。他还通过义县同
乡吴醒州为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
刘海秋筹集到活动经费70块大洋，
并将工厂的部分利润用于资助车向
忱创办的贫民学校。1930年，省立第
一工业学校失火，刘凯平率全厂职工
救火，并当场捐款2000元。1931年
夏，又为辽西水灾灾民捐献牙粉140
万袋，折合7000元。1930年冬，刘凯
平得到当时省政府批准，在寸土寸金
之地中街贾家胡同购地 2000 平方
米，动工修建两层楼的厂房兼办公
室。但是，他“实业救国”的梦想，却
因“九一八”事变而破灭。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城内一

片恐慌，人们纷纷逃往关内，刘凯平
的许多朋友劝他：“这些年你同日本
人抗衡，这回日本人能轻饶你吗？
你还是先进关里躲一躲吧！”然而，
刘凯平不但不走，还毅然参加了黄
显声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就任
高等顾问，为义勇军提供经费和物
资。据义勇军领导人郭景珊后来回
忆，部队使用的电池就是由刘凯平
提供的。

尽管刘凯平本人加强了防范，
但他还是在 1932 年 2 月 21 日被日
本宪兵逮捕。落入魔掌之际，刘凯
平嘱咐四弟刘兴治：“哥这一走不知
什么时候回来，同昌行就交给你管
吧！无论如何要把厂子办下去，同
昌行来之不易，这是哥的心血……”

刘凯平被捕后的情形，有关专
家在 1956 年参与审讯刘凯平的汉
奸、日本宪兵队“宪补”胡某的供述
中找到重要线索。

胡某供述：同昌行刘经理在城
内宪兵队关押一段后，转押到马路
湾日本宪兵队。宪兵头头大左青
堂、司法课长大久保、翻译张国臣对

他进行了多次刑讯。他与刘铁章同
堂受审 7 次，受尽了各种酷刑。但
他们异常坚定，毫不退让。

一次审讯，我在场记录，大左青
堂说：“刘先生，你同我们日本人搞
了十几年商战，日本经济受到巨大
的损失，你可知罪？”刘凯平回答：

“我经商不知犯了哪条罪，如果现在
所讲的日本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
我听后反倒感到很高兴！”大久保接
话说：“你还感到高兴？”刘凯平说：

“是的，我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
商人，研制出一种牙粉，能顶垮你们
日本那么多大商社、株式会社，说明
我们中国人有骨气……”

1932 年 6 月 6 日，日本宪兵队
以“反满抗日国事犯”的罪名，判处
刘凯平等 9 人死刑，因怕义勇军劫
法场而秘密执行。据胡某供述，鉴
于被害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在 6
日晚强加给每人一碗毒酒，被害者
都从容饮下，然后其他人将碗砸碎，
刘凯平则将碗扣在了日本宪兵课长
大久保头上，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
生命中的最后一击。

就义前：把毒酒碗扣到日本人头上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老火车”牌牙粉的纸质
包装的反面（上）和正面（下）。

“老火车”牌牙粉包装盒。 “老火车”带动发展起来的“梅兰芳”和“前门”牙粉。

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原来
印有“提倡国货”的地方改印“卫生
良品”。

新中国成立后，“老火车”牌牙粉仍在生产、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