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鸿遷身上拥有中国、英国、犹太
和荷兰等多个民族的血统，但他对外
宣传自己祖籍的时候只跟随母系，宣
称自己是中国广东宝安人。对于这一
点，何鸿遷曾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表
示自己确实是混血儿，“但我认为，自
己七成以上是中国人。我在中国长大、
在中国读书，我祖籍广东，我觉得自己
是典型的广东人。”
作为一名爱国的港澳同胞，何鸿

遷对国家建设的支持体现在实际行动
上。2003年9月，何鸿遷把价值600多万
元的圆明园猪首铜像捐赠给保利艺术
博物馆。当时，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
基金主任张永年与其他专家获悉，猪首
铜像在一位美国收藏家手中。他们与对
方谈好了交易细节，为解决资金问题，
遂向何鸿遷求助。何鸿遷一口答应：
“好，为国家做些事情，没有问题！”

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
何鸿遷斥巨资购得油画《南京条约》、
《世纪大典》、《毛泽东会见希思》和青
铜雕塑《毛泽东》、《邓小平》等五件珍
贵的艺术作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同
年，何鸿遷再次以6910万港币购得圆
明园马首铜像，面对不菲的价格，何鸿
遷说：“贵是贵了点，但为了让国宝回
归祖国，贵点也值得。”
拍下之时，何鸿遷就已经决定要

捐赠给国家博物馆，不过为了更大地
发挥这件文物的价值，他决定让马首
铜像先在澳门、香港展出几年，充分唤
起港澳同胞对于流失文物的关注，共
同宣扬爱国爱民族意识。2019年11月，
何鸿遷将马首铜像正式捐赠，作为澳
门回归祖国20周年的献礼。
何鸿遷热心公益事业、文化事业

及社会服务，致力于推动教育、体育及
青少年福利的发展。他先后捐资兴建

澳门文化中心、澳门博物馆、澳门海事
博物馆，赞助每年一度的澳门格兰披
治大赛车、澳门艺术节、澳门音乐节，
并在澳门大学设立奖学金，大力支持
中西创新学院的成立。2005年，他还
为母校香港大学创立“何鸿遷校友挑
战计划”，捐出5亿港币鼓励母校发展。
很多人都在议论，何鸿遷逝世后，

留下的千亿财富是否会引发新的豪门
家族财产争夺。何鸿遷一生共迎娶四
位太太，育有17个子女。2018年，何鸿
遷宣布退休后，二房次女何超凤接任
了澳博控股主席兼执董职务，掌管了
庞大资产中最为核心的产业。何鸿遷

家人在养和医院会见记者，二房长女
何超琼表示，家人有共识集体共同处
理后事。

何超琼还向记者表示，父亲德高
望重，爱惜家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是他的教诲。这一日终于来临，但父
亲将会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我们希
望继续去完成爸爸一直以来惠泽社
会的心愿。”何鸿遷留给子女最“昂
贵”的或许不是财产而是这份教育。
还记得何鸿遷在一次捐款仪式上说：
“平时常教子女，做人不要怕有压力，
做事则要讲实力。在这里我有一个好
的方法，可以减低压力。是什么方法
呢？就是做多些善事！”何鸿遷的子女
大多勤奋努力，也身体力行秉承父亲
的信念，牢记父亲“取诸社会，用诸社
会”的教导。或许外界猜想的争夺家
产根本不会上演。
“我没有什么秘诀，一是做事必须

勤奋；二是锲而不舍，有始有终。勤劳
努力，战胜困难，才是最大的资本。”何
鸿遷一生沉浮，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
与发展，而他的家国情怀、善心义举和
对体育的热爱更值得每个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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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鸿遷热衷于体育。他曾介绍自
己的养身之道无秘诀可言，就是长年
健身。
上大学时，何鸿遷迷上了桌球，因

球艺过人，曾获香港大学桌球比赛冠
军。游泳，是他的健身必修课，以前的他
每天清晨都要在家中泳池游上半小时。
很多人都知道何鸿遷一生周旋于

四位太太之间，而这四位太太都是“舞
林高手”，何鸿遷也喜欢跳舞，他把舞
蹈当作一项姿势优美的体育运动，曾
拜专业舞蹈家为师，学过社交舞和拉
丁舞。

但要说何鸿遷最喜欢的运动，那
一定是网球。何鸿遷一直都有赞助香
港网球精英赛，2008年何鸿遷与拍挡
梁兼绍拿到了一百五十岁以上（两人

年龄合计）男子双打冠军，那是他第七
次蝉联冠军。即便是上了岁数，何鸿遷

也一直很喜欢网球运动，据悉他每周都
会打两次网球。2010年，何鸿遷入院近
半年，女儿何超凤在接受采访时还透露
过，父亲刚恢复精神就在医院病房打起
了网球。何鸿遷对网球的热爱也遗传给
了儿子何猷君。女儿何超琼曾透露，小
时候爸爸有教他们学打网球，但她的身
体协调性不行，重心和速度都达不到要
求。但儿子何猷君显然更有天赋，他毕
业于麻省理工大学（MIT），却有过成为
职业网球选手的梦想。

何猷君曾上传过一张与法国网球
公开赛冠军选手张德培的合照，并附
上一双有张德培亲笔签名的球鞋照
片，配文写道：“很多人问我毕业后打

算怎样？好吧，告诉你们，我打算做网
球手。而教练呢？就是原法国网球公开
赛冠军———张德培！”他也与中国网球
名将李娜打过网球，并将二人的合照
放到微博上兴奋地表示：“今天我跟偶
像打了半个小时！我太幸运了，连球拍
也帮我签了名，还写了我的名字！”
但网球却成了父子两人的一大遗

憾。何猷君去年透露，热爱网球的父子
俩第一次“打网球”是在何鸿遷病倒无
法走路之后。何鸿遷对儿子说，自己希
望有生之年能和他打一场网球，何猷
君听了后在医院走廊上和坐着的父亲
有了第一次打网球的经历。如今何鸿
遷病逝，没能和父亲在真正的网球上
好好打一场球，或许会成为何猷君心
中永远的遗憾。

捐建水立方
担任火炬手

曾任北京奥申委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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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秘诀在运动，最爱项目是网球

除了将很多文物捐赠给国家博物
馆外，北京奥运会的著名建筑水立方
也是何鸿遷参与捐建的。2001年，中国
申奥成功，当时何鸿遷的另一个身份
是奥申委顾问，兴奋的他决定出资建
造北京奥运场馆———国家游泳中心。
后因在建造水立方的时候做出了杰出
贡献，何鸿遷还获得了北京奥运会功
勋荣誉勋章。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传递，何鸿遷

也有参与。2008年5月3日，当时何鸿
遷从梁洪敏手中接过圣火，他是澳门
的第二棒。当时何鸿遷已经86岁高龄
了，参与圣火传递后还意犹未尽，称
自己其实可以多跑一些距离的，“只
是人家照顾我，分配给我的传递路程
比较短。我感觉，多跑一段路，也可以
啦。”之所以渴望多跑一段，背后仍然
是何鸿遷的家国情怀。他说：“奥运会
能在中国举办，是所有中国人的骄
傲。我自然百分之百地支持北京奥运
会。”

作为北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顾
问，奥运会开幕式自然也少不了何鸿
遷的身影，86岁的他在“鸟巢”的包厢
一睹盛况。何鸿遷充满自豪地说：“奥
运的风采将会一直延续下去，成为我
们民族的骄傲，为中国带来无限商机
的同时，也有助于宣扬建设和谐社会
的理想，促进国家未来整体的发展。”

再往前看，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
国健儿载誉归来，他们抵达澳门时，何
鸿遷不仅赠送纪念品，还颁发奖金，并
与夺冠的女排姑娘们合影留念。何鸿
遷对女排的喜爱遗传给了女儿何超
莲，去年世界女排国家联赛澳门站，何
超莲还前去“追星”，并晒出与郎平、朱
婷、颜妮的合影。

在86岁高龄参加奥运圣火传递

抒家国情怀送国宝“回家”


